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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 月 28 日从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第
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
查结果显示，我国普查范围
内 现 有 古 树 名 木 共 计
508.19 万 株 ， 包 括 散 生
122.13 万株和群状 386.06
万株。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一张图初步建成。

“我们在资源普查档案
和数据库的基础上，结合各
地补充调查的最新数据，开
发上线了‘全国古树名木智
慧管理系统’。利用该系统
数据采集、项目管理、统计
分析、多维展示等功能，普
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全部
实现落地上图，普查数据完
整性、准确性、规范性大幅
提升。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一张图、一套数、一个平
台初步建成，实现了动态和
精准管理。”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生态司副司长刘丽莉
表示。

近年来，我国古树名木
保护制度体系持续健全。

2019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首次在法
律层面将保护古树名木列
为专门条款。2023 年，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家文
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
发《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保护
的通知》，要求协同做好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
树名木的全面保护和科学
管护，深入阐释古树名木承
载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科
学价值。

各地在摸清资源本底
基础上，严格落实古树名木
挂牌保护工作。“目前 17 个
省份及部分城市出台了古
树名木保护相关地方性法
规或管理办法，建立起覆盖
普查、鉴定、复壮、管护等全
过程的古树名木技术标准
体系，推动古树名木保护纳
入林长制督查考核。古树名
木保护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不断提升。”刘丽莉说。

（马爱平）

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一张图初步建成

全省 PM2.5 创历史最低水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首
超全国平均水平，受污染耕地 100%落实安全利用技术措施

本刊讯 （记者 魏世杰）1 月 29 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2023 年，山西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任务全部完成。
PM2.5 平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米，改善幅
度全国第二，创历史最低水平。地表水国
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93.6豫。连续两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中评为优秀。

省生态环境厅宣教处处长张赟表示，
山西省委、省政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实施“一
泓清水入黄河”工程作为落实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重
要抓手，2023 年，全省“一泓清水入黄河”
285 个工程，已开工 213 个，完工 88 个，开
工率 74.7%，完工率 30.9%。三年的工程量

在开局首年开工数即超过全部工程量的
七成，“一泓清水入黄河”正一步步由“大
写意”变为“工笔画”“实景图”。

水质量稳中向好。2023 年，山西省地
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93.6%，首
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超额完成国家下达
我省的年度目标。海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
首次达 100%。黄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
90%。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 80.9%，同
比提升 19 个百分点，为我省历史最好成
绩。

空气环境质量总体稳定。2023 年，山
西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4.48，
同比下降 0.2%；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后，
优良天数比例为 76.4%；重污染天数比例
为 0.9%，连续 3 年稳定控制在 1%以内。
其中 PM2.5 平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米，改
善幅度全国第二，创历史最低水平。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提升。2023 年，山
西省受污染耕地 100%落实安全利用技术
措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2.6%，
较国家下达我省 2023 年度目标任务高出
3.6 个百分点。全省新增完成 135 个农村
黑臭水体整治，其中国家监管 45 个，农村
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在国家示范区创建中，太原市娄烦
县、大同市灵丘县、阳泉市盂县被生态环
境部命名为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晋中市左
权县被命名为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省级示范区创建中，
太原市杏花岭区，大同市浑源县，朔州市
朔城区、怀仁市，忻州市静乐县，吕梁市方
山县，晋中市和顺县，阳泉市矿区，临汾市
永和县、大宁县，运城市夏县 11 个县（市、

区） 为第二批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推动开展碳普
惠机制建设，建成“三晋绿色生活”碳普惠
推广平台，引导社会公众积极主动践行低
碳行为、实现生活减排。截至目前，“三晋
绿色生活”纳入低碳减排场景 10 余个，带
动全省约 430 万居民参与碳减排，减排量
超过 11.2 万吨。“三晋绿色生活”于 2023
年 8 月被生态环境部评为“2022 年全国绿
色低碳典型案例”。同时，气候投融资机制
试点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我省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在产融对
接、项目建设、金融创新、配套服务、交流
合作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气候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发展的格局初
步建立，气候投融资改革促进试点城市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效果正在显现。

我省 2023 年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

姻本刊记者 魏世杰 文 /图

沁河：悠悠碧水的“生态蝶变”之路
阳光恬静，秋风轻柔，清澈碧绿的河

水静谧祥和，一群水鸟不时掠过水面激
起层层浪花，记者漫步在阳城县润城镇
沁河岸边，沐浴着和煦的暖阳，感受着这
如画般的景致……

晋城市阳城县位于山西东南部，多
年来阳城县委、县政府把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理念深植于各项工作之中，持续
夯实生态家底，创新推动产业生态化，不
断蹚出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奋力描
绘出生态美的锦绣沁河新画卷。

健全机制、齐抓共管，守好“责任田”

“现在的沁河碧水如镜，两岸植被错
落有致，偶尔还会有飞鸟停留嬉戏，平时
在河边散步，让人身心愉快。”带着孩子
在沁河岸边游玩的张女士由衷感叹，沁
河的蝶变让在河边长大的她感慨万千。

沁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全长 485
公里，阳城县境内长 78 公里。阳城县国
土总面积 1968 平方公里，其中 1459.5
平方公里属于沁河流域。20 世纪 70 年
代初，由于沿河两岸群众在河滩造田，造
成河道束窄，再加上人为往河内倾倒大
量垃圾和矿渣，又致使河床淤高，使沁河
受纳了远超其自净能力的污染物，造成
沁河水质迅速恶化，水质严重超标，曾经
壮美的沁河一度黯然失色。

“‘沁渡扁舟’是阳城古八景之一。眼
见着曾经水面宽阔、水质清澈的沁河，日
渐‘沦落’为运输生活垃圾的通道，排放
工业气渣的场所，稀释工业污水的‘溶
剂’，着实让人心痛。”回忆起那个场景，
阳城县水务局副局长郝小峰唉声叹气。
这不仅影响了沿岸居民的生活，也成为
严重制约阳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短板。

近年来，阳城县立足县域实际，高起
点谋划，高标准建设，积极推动沁河阳城
段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2021 年以来，阳城县
打造“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先后谋划实
施了芦苇河湿地项目、劈山口防洪工程、
濩泽河河道治理工程、屯城桥建设等 11
个项目，用生态“底色”绘就发展“绿色”，
推动沁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面对治水难题，阳城县各部门通力
合作，不断改进方法、探索新路，逐渐意
识到治水根子在岸上、核心在管网，治水
策略应转向源头，着手全流域治理。

“综合治理按照控源截污、清淤疏
浚、生态修复‘三部曲’进行。”郝小峰全
程参与了沁河治理，对治理过程如数家
珍。“首先，关闭所有入河排污口，工业污
水达标排放，生活污水全部引入管网，实
现点源污染的源头控制。其次，在沁河沿
岸栽植生态防护林，对河道护坡进行生
态化处理，设置面源污染的最后一道防
线。最后，在阳城县第一和第二污水厂下
游开工建设一批人工湿地，因地制宜选
择栽种亲水、耐湿植物，从而大力提升河
道自净能力，逐步恢复河流水生植被，探

索恢复土著鱼类和水生植物，最大限度
地增加水生植物对污染物的吸附作用。”

通过实施沁河生态治理，开展美丽
幸福河湖建设，沁河环境显著改善，河湖
文化得到弘扬，群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参与度不断提高。围绕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总体目标，全面纵深推行河长
制，将全县河道建设成碧水畅流、江河安
澜的行洪通道，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
态廊道，全力打造“水生态”名片，助推县
域经济提质发展，守护老百姓家门口的

“幸福河”。
河畅了，景美了，沿河游玩散步的群

众突然多了起来。“环境越来越好，每天
晚饭后，我们都走出小区到岸边休闲散
步，早晨再去看，河岸仍然干净如初。”对
于当地居民而言，沁河治理不仅改变了
两岸河貌，也更改了他们的习惯。

举措务实、行动有力，打好“组合拳”

碧水似镜、蜿蜒流淌的濩泽河，如玉
带般串起两岸的葱茏草木、依依青山，宽
阔平静的水面上，阵阵朔风追逐着蓝天
白云的倒影，推开层层涟漪，仿佛置身于

“山水相依、人水和谐”的山水画卷中。
濩泽河是沁河的一级支流，作为母

亲河，主河道自西向东贯穿阳城县城。近
年来，阳城县紧紧围绕河湖生态保护这条
主线，多措并举，标本兼治，深入实施河湖
长制及河湖有效治理，河湖面貌持续改
善，如今，阳城县 1 个国考断面、2 个市考
断面水质均为 II 类标准，全县水质优良
比例稳步提升，“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美景正逐步呈现。

“水质提升，家园更美，变化源于不
懈地探索与努力。”郝小峰说。一直以来，
阳城县水利局持续推进“清四乱”常态
化、规范化。全年排查“四乱”问题 36 个，

完成整改 32 个，累计清理河道 13 余公
里，清理弃渣 25.2 万方，拆除违建 1.4 万
余平方米，为建设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
河道打下坚实基础，整治妨碍河道行洪
突出问题 6 个，清理河道 2 公里，弃渣
40 万方，拆除违建 9000 余平方米，有效
确保了河道行洪安全。

一步步走，一点点干，深深浅浅的脚
印里，郝小峰给记者讲述着他的护水故
事。按照县委县政府“公园山城”的定位，
阳城县水利局以生态保护与修复为核
心，整合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城市功能
等要素，扎实推进水生态治理。濩泽河县
城治理段一级平台维修改造工程完工，
建成长达 7.2 公里的濩泽碧道，其中绿
化面积约 8 万平方米，通过平台硬化、绿
植提升、灯光亮化、健身场所建设等，为
市民打造了集运动、休闲、健身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最美滨河生态健身廊道。

顺民意，强治理。为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水资源、美好水生态的需求，阳城县
水利局建设滨河开放休闲带，推进城市
河流治理，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交织起濩

泽河、西小河城市两侧绿色廊道，让居民
在城市中尽享静谧好时光。

“县城建设要超品质而不是超规模，
我们在治水过程中也积极贯彻这一理
念，坚持‘好钢用在刀刃上’，在重点区域
上提亮出彩，针对县城治理段内河道古
树所在的小岛，我们完成了‘舜渔濩泽’
景观设计，并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在考虑
行洪需求的同时，对小岛进行了梭型船
设计，通过建设舜渔濩泽雕塑，实现岛
屿、雕塑、树木三者协调统一。而夜景灯
光的设计，使之成为河道夜色中的标志
性景观和网红打卡地。”郝小峰如是说。
悠悠濩泽城，清清穿城水，河两岸绿道延
伸、绿树相合，河水碧波荡漾、楼影倒影
水面，山水相依、人水和谐的水韵濩泽成

为了当地人的幸福河。
漫步在濩泽河岸边，两岸草木葱茏，

鲜花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现在，我们阳
城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我每天早
晨都会来濩泽河岸边散散步，花团锦簇、
碧水蓝天，看着这些美景打心眼里高
兴。”家住附近的居民洪女士不禁感叹。

穿城而过的濩泽河，被阳城人温柔
以待，变成了景观河、幸福河、致富河，承
载着人们的幸福与梦想，汩汩清流汇沁
河……

因地制宜、持续探索，共守“生态美”

秋日的阳城县，蓝天白云，分外美
丽。记者一行人来到阳城县蟒河镇，成片
成片的树木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植被茂
盛，草木葳蕤，空气清新，鸟叫虫鸣，粗壮
的大树将灿烂的阳光和湛蓝的天空切割
成无数炫目的碎片，绚丽的色彩和光晕
令人炫目。

蟒河镇的变迁，是阳城县生态治理
成效的缩影。从 20 世纪 50 年代，阳城人
便开始在黄土沟壑中寻找出路，植绿固
土、整修农田、系统治理……在实践的捶
打中扎根拔节、迭代升级。

“以前，树木没有这么茂密，群众也
没有明确的生态保护概念，山坡上的田
地容易跑土、跑水、跑肥，我们就在高山
远山造森林，弃耕坡地种连翘，陡坡险坬

种侧柏，封山禁牧护林草。原本光秃秃的
山头一天天变绿，逐步实现‘水不下山、
泥不出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阳
城县林业局副局长赵斌说。截至 2022 年
底，阳城县全县林业用地面积 165.58 万
亩，森林面积 129.6 万亩，草地面积
26.25 万亩，湿地面积 0.33 万亩，森林覆
盖率 54.06%，林草覆盖率 54.18%。

（下转 C3 版）

休刊启事

因春节放假，本周刊 2 月 9 日、2 月 16 日休刊，2
月 23 日恢复出刊。

恭祝各位读者春节快乐！

《生态山西》编辑部

本刊讯 生态环境部日前举行例行
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建
立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和推进落实机
制，研究制定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指标
体系及考核办法，确保“十五五”时期实现
与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工作平稳过
渡、有序衔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
发布，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作出系统部署。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司
长孙守亮表示，生态环境部将全力贯彻落
实《意见》，健全美丽中国建设的实施体系
和推进落实机制，支持各地方完成相关顶
层设计。同时，将系统谋划推进美丽中国
先行区建设，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中进一
步谋划好、规划好、落实好生态环保工作，
制定印发新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中长期规划，推动粤港澳生态环保
规划落实落地，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机制创新。推动出台新时代美丽城
市建设指导文件。“以美丽中国先行区建
设为牵引，分阶段、分批次推进美丽蓝天、
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山川、美丽城
市、美丽乡村等全方位提升。”孙守亮说。

孙守亮介绍，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
门针对每个区域重大战略都制定印发了
生态环境专项规划，先后两批推出 56 个
美丽河湖优秀案例、20 个美丽海湾优秀案
例，命名了 572 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
240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各区域
重大战略实现生态环保专项规划的全覆
盖，区域重大战略生态环境领域顶层设计
体系化目标基本实现。 （寇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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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 月 28 日，从
山西省水利厅传来消息，我
省以推动公共机构绿色低
碳发展为重点，多措并举推
动全省公共机构节水护水
工作。

山西将节水护水行动
纳入《山西省“十四五”公共
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
划》十大行动，将重点推进
工作纳入全省年度公共机
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安排，形成规划
引领、重点突破的工作体
系。

严格水资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双控，将用水总量和
强度指标分解到各市和省
直重点用水单位，每年组织
全省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总
量和强度指标统计和审核。

普及节水器具，推进用
水计量器具配备，新建建筑
节水器具使用率达 100%。
鼓励应用互联网管理平台
或系统实现水资源在线监
测、计量、分析、预警智能化
管理。推动党政机关、学校、
医院、场馆等不同类型公共
机构充分发掘特色节水措
施，不断提升节水技术和产
品应用深度。 （郭卫艳）

我省多措并举推进
公共机构节水护水工作

水 清 岸
绿的濩泽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