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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重点攻坚
和系统治理相结合

着力厚植
三晋大地生态底色

之生态篇

姻 本刊记者 杨洋

端稳“生态碗” 吃好“生态饭”
———左权县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山西省黄河流域 2023 年生态修复治理综述（下）

冬日的黄河，才是人间绝色。大如
盘碾、小如星点的冰棱，沿着黄河漂浮。
此时，登上“黄河第一挂壁天梯”大梯子
崖，看冰凌在河道中互相碰撞、旋转，这
条流动的银色飘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位于山西最南端的运城，处于黄河
由南向东流的最后一“弯”，被母亲河紧
紧地揽在臂弯里的它，也因此孕育出独
特的自然风景和博大精深的河东文化。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
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运城
市积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在综合治理上下大
功夫，以项目化、工程化、清单化推进

“五条绿色走廊”建设，在践行国家使命
中展现运城担当、彰显运城作为。

打牢沿黄产业基础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

间。
黄河从河津寺塔西侧入境，沿秦晋

峡谷自北向南。出禹门后，河势顿开，河
床宽阔，自北向南经万荣、临猗、永济，
在芮城的风陵渡曲折向东，过平陆、夏
县、到垣曲县的碾盘沟出境，共流经运
城市 8 个县（市），长达 345 公里。

茅津晚渡，风景秀丽，激浪江波，水
天一色；汾脽古祠，汉武秋风，荣光幂
河，水天迷濛；禹门叠浪，气势恢宏，峡
束怒涛，激浪冲石……黄河美景在河东
大地熠熠生辉，有安逸与静谧，也有雄
浑与豪迈。

秋天，运城黄河滩涂上一片丰收的
景象。永济黄河滩涂的万亩莲藕长势正
好，盐碱地养殖海虾日渐肥美；稷山国
家板枣公园内“枣”满枝头；夏县泗交康
养基地郭家河村“黄河人家”民宿加紧
收尾建设。作为山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运城人在倾力守
护黄河的同时，也收获着来自母亲的丰
厚馈赠。

沿黄流域是运城重要的能源、化
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在绿色发
展的鲜明导向下，生态保护正倒逼产品
升级和产业转型。运城把生态资源作为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点，充分利用绿
色资源的优势，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
粮则粮，宜工则工，重点打造运城水果、
运城面粉、运城蔬菜等品牌，为沿黄乡
村振兴打牢产业基础。

推开木栅栏门，好似走进世外桃
源，各色花朵争相盛开，院子里栽种着
各样蔬菜，一排木桌板凳摆放其中。过
往的游客们纷纷表示：“好像走进了江
南的乡村，完全没有了山西的影子，太
神奇了。”这美如画的地方在夏县泗交
康养基地，这是当地打造“两山”理论样
板的新探索。项目规划区域以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和中条山生态廊道为脉，全力
打造休闲康养、健身娱乐和生态旅游为
一体的综合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山西作为黄河中游重要省份，享黄
河之利、沐黄河之惠、保黄河之畅、护黄
河之美，近年来在黄河治理中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事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战略意
义。“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这份时代考卷，正摆在我们面前。

法治力量护航黄河
黄河生态安危涉及国家发展，更深

刻地影响着它流经的区域。黄河湿地、
黄河流域湖泊、自然保护区等是黄河流
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水土保持地、洪
水调节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是黄河
流域的重要生态屏障。近年来，运城市
制定出台了包括 《运城市盐湖保护条
例》《运城市伍姓湖保护条例》等在内的
多部法律法规，特别是 2023 年以来，接
连出台了《运城市古堆泉水资源保护条
例》《运城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等，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作为社会治理重要力量的政法系
统，几年来运城市立足职能优势，聚焦
黄河湿地、黄河流域湖泊、自然保护区
的保护和治理，充分发挥法治力量助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去年 3 月，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起晋陕豫三省四市中院签署《晋陕豫黄

河金三角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
协议》，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
谋划、因地制宜，预防优先、注重修复”
的原则，以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一体化新格局为宗旨，推动建立协
作配合、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打
造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共享、跨区域重大
问题联席研究等机制，实现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跨区域司法保护。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黄河文
化保护，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作为
设立环资法庭、巡回法庭和司法保护基
地，在重点区域通过“惩治+保护”的模
式进行一体化保护。继 2021 年 3 月，在
万荣县设立了全省第一个黄河流域司
法保护基地———“黄河·汾河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基地”后，该院又在平陆县设
立运城黄河湿地司法保护基地，在永济
市伍姓湖设立生态保护修复基地，在盐
湖区设立了盐湖生态和文化司法保护
基地，在芮城县庄上村设立零碳司法保
护基地。去年 6 月 2 日，新绛县人民法
院古堆泉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也正
式揭牌，这标志着运城市已经形成了覆
盖河流、流域、湿地、湖泊、森林、文物和
黄河文化的一体化司法保护格局。

“守护黄河的秀美安澜，最终守护
的是我们自己的家园。”2023 年 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施
行，成为继长江保护法后推进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法治范本，黄
河治理保护工作迈入法治化的新阶段，
这对于保障黄河安澜、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加快交旅融合发展
大道如虹，飞过山间，越过平原，一

张全域旅游生态公路网在河东大地徐徐
展开，串联一路风景，承载一脉文化。在黄
河流域生态修复治理采访中，记者们印象
最深刻地就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了，这是
每一位记者所及之处必去的地方。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贯穿忻州、吕
梁、临汾和运城四个地级市，由主线、支
线和连接线构成的路网里程可达 4176
公里，连接沿线 65 个 A 级及以上景区
和 153 个非 A 级重要旅游资源点。希望
开始的地方，在临县。临县的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2017 年开始动工，曾以“沿黄
扶贫旅游公路”为名，2020 年 9 月投入
使用。全长 97.151 公里的临县段黄河
一号旅游公路是山西省最早开始修建、
最早投入使用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它是景观路，让游客可畅通、便捷地
抵达沿黄景区；它是生态路，随着路的延
伸，破碎地形、陡峭沟壑都得到治理修
复；它是致富路，四通八达的路网把丰富
的物产和美丽的风景展现在世界面前，
托起了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希望。

垣曲县是黄河入晋流经的第 19 个
县，也是黄河流经山西的最后一地。20
年前，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
国家在小浪底开建黄河上最伟大的治
黄工程，垣曲境内 130 平方公里成为库
区，浩浩荡荡的黄河水，容纳了山西人
的大义。

出垣曲，黄河与山西挥手作别。

巍巍太行，气势磅礴。隆冬时节，记
者行走在左权县清漳河国家湿地公园，
冬日的暖阳洒在清漳河上，撩起万点银
光、碧水萦回、清波迤逦，远处连绵起伏
的山峦千壑交错、奇峰叠影，与碧波荡漾
的清漳河水、蜿蜒曲折的步道构成一幅
冬日美景，如诗似画，令人心旷神怡。清
漳河生态环境变美，是晋中市左权县紧
抓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水
生态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左权县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着力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充分
发掘全县红色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
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锚定巩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成果不松劲，奋力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
拓展“两山”转化有效途径，蹚出了一条红
绿相融、生态共富的新路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左权县以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为抓

手，围绕“转型、治企、减煤、控车、降尘”五
管齐下，扎实推进企业提标升级改造、重
点行业深度治理、重点企业环境综合绩效
升级等工作，高质量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行动。2023 年 1~10 月，左权县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3.59，同比下降 2.2%，PM10 浓度
为 5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9%，二级
以上天数 256 天，优良率 84.2%，O3 百分比
浓度为 15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5%，
四项指标稳居全市第一。

为持续提升水环境质量，左权县生
态环境委员会牵头制定、完善了《清漳河
流域水污染防治方案》，以考核断面水质
达标为重点，以饮用水安全为底线，统筹
协调生态环境、水利、住建、自然资源、应
急和乡镇构建联防联控机制，扎实开展
工业废水治理、入河排污口整治、污水处
理厂配套设施建设、农村生活污水防治
等工作，不断加强清漳河流域水污染防
治工作，确保考核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2023 年 1~10 月，下交漳国考断面水质为
I 类，麻田断面水质为域类，马厩和牧童
街北 2 个市考断面水质为域类，河南村

市考断面水质为芋类。守护生态环境，左
权县咬定青山不放松。

2022 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2023 年荣获第七批全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回
眸过往，精彩无限。一项项殊荣，映照着左
权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伐。

端牢生态碗，才能吃上生态饭。近年
来，左权县以红绿相融为抓手，统筹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通过打通“两
山”转化双向通道，因地制宜将生态环境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产业优势、文旅优
势、经济优势，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
成金的种种实践在左权大地逐步实现。

桐峪 1941、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
十字岭战役纪念园……左权县将“红色”
文化底蕴与“绿色”生态资源整合，利用
自身优势全面延伸红色旅游链条，深入
挖掘红色资源，锤炼红色精神，将山区资
源优势蝶变为产业优势，通过红绿深度
融合推动资源变产业，让自然风光活起
来，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带动革命
老区群众增收。

左权县还积极开展“生态+农业”模
式推动“两山”转化，通过转“土”为玉，挖
掘资源禀赋，发展生态农业，重振核桃产
业，努力将其做成带富能力强、群众受益
广的大产业。围绕连翘、黑山羊发力，全
流程做大连翘产业，全链条做强黑山羊
产业，叫响左权绵核桃、左权连翘、左权
黑山羊等特优品牌，扎实做好“两山”转
化文章。

以拓展“两山”基地建设为目标，以
构筑绿水青山、建设金山银山、健全体制
机制为主要路径，左权县不断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推动生态
价值转化，持续深化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有效路径模式，推动了绿色惠
民共享，创新了长效保障体制机制，为全
面建成“清凉夏都、红色左权、转型高地、
太行强县”，蹚出了左权高质量转型发展
的新路子。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现如今
的左权大地，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市前
列，“生态优势金不换”理念深入人心，绚
美城市与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秀美山水
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一幅宜居宜
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
展开。

与大河共舞 书生态华章

姻本刊记者 魏世杰 南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