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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是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有力举措。2023 年，山西
省生态环境厅命名了 11 个县（市、区）为
第二批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忻
州市静乐县榜上有名。

静乐，别称鹅城，地处晋西北汾河上
游，属太原一小时经济圈。县城三山环
抱、两水环绕，空气清新、宜居宜游，素有

“百里汾河川，太原后花园”之美称，先后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城、国家
园林县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
藜麦之乡、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最美特色
旅游目的地等殊荣。

近年来，静乐县始终坚持“生态立
县”发展战略，围绕打造“太原后花园、忻
州特色县、乡村桥头堡”总体定位，真抓
实干促发展，因地制宜搞生态，千方百计
惠民生。

为更好地推动全县生态文明建设，
静乐县不断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不光将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和林长制，还与宁
武、娄烦一同建立了汾河上下游联防联
控合作机制。在污染防治方面，静乐县紧
紧围绕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坚持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精准治污，坚持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统筹自然资源、住建、水利、农
业农村、林业、交通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力量，形成治
污合力，全力保障大气环境质量和汾河干流水质，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新成
果。从 2020 年到 2022 年，静乐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均达
320 天以上，六项污染物稳定达到二级标准，大气污染综合
指数逐年降低，河西村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 I 类标准。
此外，2019 年，山西静乐汾河川国家温地公园还顺利通过
了试点验收并正式挂牌，成为忻州市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
园。

为进一步筑牢静乐县绿色发展根基和生态安全屏障，
近年来，静乐县坚持以林长制为抓手，通过实施“管绿、增
绿、护绿、用绿”工程，全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森林资源保护
与发展体系。静乐县以示范创建为引领，持续打造了庆鲁
沟生态示范区、黄金山万亩生态经济林区、营坊沟生态示
范区、汾河廊道、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等一大批生态工程。
同时，静乐县还大力推行造林务工、管护就业、退耕奖补等
生态扶贫新举措，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探索“林业+旅游”等
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在汾河湿地公园实施了凯森智慧康养
项目，打造了神峪沟、程子坪生态旅游示范村，逐步把生态
产业打造成富民产业。

未来，静乐县将持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为
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奋力谱写美丽山西新篇章贡献力
量。 孙宇佳

晋控电力发力智慧电厂建设
本刊讯 日前，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控电力”）塔山发电公
司智慧电厂项目入选省能源局智慧电厂示范
项目名录，且位居榜首。这是晋控电力全面贯
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认
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数字经济全面
发展安排部署，加快打造电源侧数智化管理
体系、推进能源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又
一成功实践。

“智慧电厂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对电厂的
系统和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实现发电全过程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达到最优运行状
态。”塔山发电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李志刚介
绍说。

作为晋控电力智慧电厂改造项目的试
点，塔山发电公司按照“总体规划、开放设计、
分步实施、务求实效”的设计原则，依托工业
互联网私有云，高标准建成了集生产智能控
制、智能安全、智能管理等于一体的指挥和监
管智慧管控平台，部署了“决策中心、生产监
控、党群管理、运行管理、设备管理、经营管

理、智能安防、智慧办公、大数据节能中心、三
维虚拟电厂”十大功能模块，形成一整套支撑
全厂安全生产、清洁低碳、经济高效运行的智
慧管控系统。

投入运行两年多结果表明，将人工智能
算法模型置入到锅炉燃烧智能优化闭环控制
中，每年约降低供电煤耗 1.5 克/千瓦时，年节
约标煤收益 300 余万元，再加上其他智能安
防、设备故障诊断智能预警等智能管理环节，
每年总收益达到 500 余万元。同时，基于新型
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一系列先进的智能化技
术真正应用到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中，将安全
管理、运行管理、设备管理、经营管理、日常办
公等融为一体，实现了企业管理流程化、流程
技术化、技术可视化“三化”管理，企业整体运

营效率提升 20%以上，实现了数字化的初步
转型。

“这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利用自主导航，通过
搭载的可见光相机、红外热成像仪等数据采集
设备，可全程模拟人工巡检，并可实时将数据传
送至后台管理系统，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劳动
强度、提高了巡检效率，有效保证了设备安全运
行。”长治发电公司科信部主任李信介绍说。

以塔山发电公司智慧电厂建设为标杆，晋
控电力又于 2021 年着手对我省首家实现“双
投”的百万电厂———长治发电公司进行了智慧
电厂建设。该项目在全厂主辅一体化分散控制
系统、先进现场总线设备基础上，通过生产过
程智能优化控制，结合大数据分析、私有云平
台、智能机器人、三维可视化等技术，建成了智

能、安全、经济、高效的升级版智能型电厂，形
成了电厂自身综合竞争优势，有力提高了企
业核心竞争力。据统计，每年可降低机组煤耗
1 克/千瓦时，年节煤收益 700 余万元，成为百
万机组智慧电厂建设的示范工程。

此外，从 2022 年开始，晋控电力还对同
华发电公司采取分模块建设的模式进行智慧
电厂建设。目前，该公司基于智慧电厂项目下
生产现场 5G 网络平台构架已基本建成，智能
巡检机器人也于去年年初投入使用。

下一步，晋控电力将结合生产实际，对在
役机组陆续进行模块化智慧电厂建设，对新
建机组进行智慧电厂整体规划和设计，诸多
科技元素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插上智慧翅
膀。 （张毅 任荣华）

初春的景色如诗如画，给人们带
来新的希望与生机。2 月17 日（农历
正月初八），阳光明媚，微风徐徐，记
者走进太原市汾河四期景区，沿着雁
丘园一路向西走，看到黑天鹅在水中
嬉戏、驻足或玩耍……

站在双飞亭中，俯瞰汾河四期景
区，看到山、水、林、河、亭台楼阁之间
相互依偎，漫步在狂歌亭和千山亭
中，能享受到一步一景的风光旖旎，
还能尽情感受到历史文化独有的韵
味。正在这里跑步的郭先生对记者

说：“春节放假期间，我天天都来这里
锻炼身体，进行有氧运动，每天过的
很充实。”

一直以来，汾河作为太原市最重
要的生态景观之一，为这座城市增添
了许多活力与魅力。据了解，汾河四
期景区由北向南设置了景观桥两座，
福源阁、慈萱亭、望岳阁等文化古建
景点七处，还分布了临水平台、观景
台、趣味沙滩、画廊、草亭等27 处景观
生态景点，总面积达到了348 万平方
米，其中绿地面积190 万平方米、水面
面积158万平方米，蓄水总量约550 万
立方米。

如今，汾河四期景区形成了山环
水抱、景致协调、延续文脉、可持续性
发展的生态美景，并全面贯彻了“坚
持节约、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
的方针，融入路侧截水、下沉式生态
积水、园路透水铺装等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有力修复了汾河太原城区
段的生态空间，逐步提升了流域生
态服务功能。

此外，汾河四期景区两岸还设置
了自行车道，成为了骑行爱好者的网
红打卡地。正在这里骑行的任小虎
说：“春节放假后几乎每天都来，这里
骑车比较方便，正好锻炼身体，过个
健康年。”

一条蜿蜒的红色步道与碧波荡
漾的汾河水相得益彰，市民与游客沐
浴着春日暖阳在步道上健身、慢跑、
骑行，矫健的身影与自然风景相融，
一幅美好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本刊讯 “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海绵宝
宝’，它们隐藏在公园、道路、建筑中，功能太神奇
了！”2 月 20 日，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展览馆正式
对外开放，首批参观的市民由衷感叹。

新建的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展览馆位于长
子门公园，是一座集海绵城市理念宣传、互动体
验、智慧管理于一体的科普展馆。展馆外，科普长
廊以及雨水花园、雨水桶等实体海绵设施全面宣
传海绵城市相关知识。室内展示区兼具知识性与
趣味性，比尺达 1：2500 的巨型沙盘，囊括长治市
74.85 平方公里的海绵城市建成区，建设成效展
区和理念模型展区，通过微缩模型、VR 卡座、3D
海绵影院等，多维实景展现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
成效。整个展馆科技感十足，游戏互动、三维影片
等呈现形式，让参观者形象生动地了解海绵城市
的规划建设和功能原理。 （刘晓荣）

长治市

海绵城市建设展览馆开馆迎客

姻本刊记者 范琛

2024 年全省自然资源工作会议提出

全面推进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刊讯 从近日召开的 2024 年全

省自然资源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今年
全省自然资源工作要聚焦“两统一”核
心职责，更好融合党建与业务，更好统筹
发展与保护，更好协调开发与安全，狠抓

“七个坚持、七个着力”，全面推进自然资
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提出，今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要坚持资源精准保障，着力夯实经济高
质量发展基础。聚焦保重点、促转型、调
结构、明导向目标，强化建设用地共管共
用理念，开展全省建设项目用地保障提
速增效行动，全面提升土地要素保障和

节约集约质效；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着
力提升矿产资源保障供应能力，深化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坚决扛牢能源资源安
全政治责任，探索市场化资源配置出让
的路径方式，促进我省矿产资源高质量
发展；要坚持守牢底线红线，着力稳固耕
地“三位一体”保护新局面，以系统观念
突出把握好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等重大
要求，推动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确保
守牢我省耕地保护红线；要坚持系统综合
治理，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实施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要
坚持强化规划引领，着力构建高质量发展
的国土空间支撑体系，以保障我省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推动
空间布局更加有序、规划执行更加有力、
空间治理更加有效；要坚持挖掘数字红
利，着力提升自然资源数据治理效能，对
接我省数字政府建设三年规划和行动计
划，推动全系统互联共治和测绘地理信息
工作转型升级；要坚持资源惠民利民，着
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让自然资源管理改革真正惠
民生、暖民心、顺民意。 （程国媛）

本刊讯 春节前，从太原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太原市
因地制宜、科学引导，采取“五全”工作法，目前农村无害化
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3.2%。

全区域谋划。坚持全市农村卫生户厕改造“一盘棋”，
从宣传发动、技术指导、模式选择、使用维护等方面统一安
排部署，逐步建立起“市级统筹指导，县级具体负责，乡、村
逐户落实”的工作机制，财政、卫健、文旅、教育等多部门积
极配合，打好农村户厕改造“组合拳”。

全流程提质。太原市各县（市、区）结合地理位置、气候
条件、人口规模、管网配套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选择改厕
模式，合理布局建设服务网点，形成规范化的管护制度。古
交市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行”机制，各乡镇自主选择
与第三方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组建
户厕服务点，打造专业化管护队伍，承接后续管护问题；迎
泽区、杏花岭区、晋源区由政府环卫部门负责运行管护；阳
曲县采取“农户付费+村级组织参与”运行模式；娄烦县主
要采取“政府补助+农户付费+农业生产大户参与”模式，引
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大户参与粪污清掏收运。

全方位保障。太原市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改厕，各
县（市、区）积极探索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用户适当付费
等资金渠道，用于户厕维修管护和粪污资源化利用。同时，
开展多种形式的户厕改造技术服务活动，设立咨询服务电
话，累计解答相关部门、农民群众技术咨询 1 万余次。

全覆盖检查。2023 年，太原市组织 10 县（市、区）对全
市 2013 年以来各级财政支持改造的农村户厕，逐村、逐
户、逐厕进行拉网式排查“回头看”。委托第三方对全市问
题厕所摸排整改“回头看”情况、新改建户厕质量情况、改
厕大比武情况进行抽查，对各县（市、区）发现的问题分村、
分户逐一下发，组织各县（市、区）举一反三，查缺补漏，及
时整改。 （李兵 江志军）

太原市

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3.2%

繁峙滹源景区：

逐绿前行绘新景 锦绣山水入画来
欢歌笑语辞旧岁，龙腾虎跃闹

新春。夜晚的滹沱河面沉静而深邃，
两岸灯光闪烁、霓虹绚烂，璀璨的灯
火倒映在明暗相间的河面，荡漾出
七彩的波纹，夜风卷着水雾迎面而
来，微凉的湿意裹挟着树叶的清香
融入呼吸，甚是舒爽。2 月 12 日，记
者来到忻州市繁峙县滹源景区，各
色彩灯高高挂起，驱散了冬夜的寒
冷，点亮了浓郁喜庆的“中国年味”。

滹源景区位于山西省繁峙县
城南滹沱河畔，是一个集自然资源
和人文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壮丽
的自然景观，总面积达到了220 万
平方米，呈现出“一带二廊三区串
珠状”的分布，“一带”即滹沱河河
槽内自然形成的蓝色水带；“二廊”

是景区南北路绿化形成的两条绿
色长廊；“三区”即景区的三大功
能，陆上休闲娱乐区、郊野湿地亲
水区和历史文化古建区。整个景区
以水域景观为主线，以植物景观为
基调，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碧
水、绿树、芳草、红花、奇石相得益
彰，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平时在外地上班没有时间陪
伴家人，今年春节，刚好陪家人逛
逛景区，欣赏这美丽的风景。看着
自己的家乡越来越美，我们也感到
特别自豪！”看着家人脸上绽放的
笑容，让回到繁峙老家的武女士觉
得特别幸福。

“做一个飞龙腾翔的糖画吧，今
年是龙年！”带着孙子来玩的白先生
看到糖画展铺后，立即买了一个。

“春节假期带全家来这里玩，吃的、
玩的都有，还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真棒！”白先生喜笑颜开。小孙子
在观看了糖画的制作过程后，小心
翼翼地举起“飞龙”，开心地笑着。

红红火火的正月里，顺着这股
子生动又活力的“龙”郁年味，附近
的居民和四面八方的游客们或在
火红的灯笼墙自拍留念，或沿着绿
道听歌散步，或休闲地坐在座椅上
小憩，每个人都沉浸在春意盎然的
节日氛围里，脸上写满惬意和笑
容，场面欢乐而温馨。

装修靓丽的特色广场、蜿蜒盘
旋的亲水栈道、风光无限的植物迷
宫……青山如黛、碧水绕城，滹源
景区极大的改善了人居条件、提升
了城市品味，形成一个“沙滩碧水、
意韵流芳、雁宿寰鸣、春华秋实”的
生态文化景区，让居民能从喧嚣劳
顿的城市生活中抽离出来，享受着
温馨与宁静。

姻本刊记者 魏世杰

运城市盐湖湿地：

千年盐湖焕新颜
“解梁城下解盐池，万宝腾光夺日

辉。”元代诗人王恽的《盐池》一诗诠释了
巍巍中条山下的盐湖之美。2 月 17 日，
龙年春节期间，记者来到山西省运城市，
打卡这有着“千古中条一池雪”美誉的盐
湖。

冬日的盐湖，似乎是离童话最近的

地方。“万顷海天碧，一池雪花白”，今
年的盐湖湿地又迎来了一批来此过冬
的天鹅，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不用
出国，来运城就可以邂逅这些来自西
伯利亚的精灵们。71 岁的摄影爱好者
张根震经常来盐湖拍摄鸟类，他告诉
记者：“这些天鹅很适应这里的环境，
这几年都会来盐湖过冬，三月份左右
飞走。今年的天鹅比往年多了一些，大

概有八十多只。”
离天鹅湖不远处，有一片总面积 4.7

平方公里的水域，这是历史上为保护盐
池而建的蓄滞洪区———鸭子池。近年来，
随着鸭子池水生态综合提升工程的实
施，这里逐渐成为集蓄水、滞洪、生态于
一体的原生生态湿地系统。湖面水鸟掠
波，追逐嬉戏，旖旎的风光吸引了不少游
客观赏。

习近平总书记在运城盐湖考察时指
出，盐湖的生态价值和功能越来越重要，
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让盐湖独特
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
下去，逐步恢复其生态功能，更好保护其
历史文化价值。

运城市牢记领袖嘱托，按照“生态
优先、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全
面停止盐湖范围内的工业生产活动。
经过近年来的整治，盐湖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目前共记录鸟类大约 205 种，
常见的有反嘴鹬、火烈鸟、天鹅、大鸨
等。主要植物有柽柳、芦苇、碱蓬草、蒿
草、二色补血草、盐角草等特色植物资
源30 余种。

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城、因盐得
名，一池湖水蕴含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密
码。千年盐湖在转型发展中迎来新的机
遇，正由产盐地、工业区的“生产湖”向旅
游打卡地、生态保护区、科研基地的“幸
福湖”华丽转身。

姻本刊记者 隋萌

太原市汾河四期：

一河两岸遍美景

本刊讯 近日，由水利部编撰的《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典型案例汇编（2023）》出版发行，阳泉市城
区“坚持‘三抓’齐发力促进桃河漾碧波”推进桃河
段幸福河道创建先进经验成功入选，这是全省唯
一入选的典型案例。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促进河湖治理保护的
重大制度创新，是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保障国家水
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2023 年，在水利部河长办
指导下，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第四次
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典型案例征集和遴
选编撰工作，精选了 54 篇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编 撰 了 《全 国推 行 河 湖 长 制 典 型 案 例 汇 编

（2023）》，反映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的最新探索
和实践，展示各地在强化履职尽责、推进统筹协
调、幸福河湖建设、基层河湖管护、智慧河湖建设
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典型做法与经验。（赫慧敏）

阳泉市

入选“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