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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科学导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工作，近日，运城市生态环境局闻喜分局组织

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专题培训，运城市生态

环境局闻喜分局负责人王凯、局班子成员与各股、站

队、中心等相关负责人及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的

管理人员等共计 7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李莹英，围绕《山西省 2024 年危险废物规

范化评估方案解读》《评估体系解读及常见问题》《相关

法律法规要点解读》《最新标准规范要点解读》等固体

废物管理新标准、新规范，以及评估工作等内容，作了

全面系统的讲解。会后，针对企业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难

点和困惑，进行面对面答疑解惑交流。

会议要求：一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二是按照环境

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积极落实整改；三是加

强环境监管和帮扶。既要求企业提升危废规范化管理

水平，切实履行危险废物贮存管理、转移、标识标签等

各项制度和技术规范要求，也要求生态环境部门落实

好部门监管职责，监督指导企业落实固废危废安全和

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邵康

开展 2024 年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会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闻喜分局

姻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通讯员 李娟

绿水青山绽笑颜
———晋中市坚定不移改善生态环境工作综述

左权县赵家庄村，苍鹭筑巢，繁衍生息；

榆社云竹湖畔，天鹅游弋，水清岸绿；祁县昌

源河国家湿地公园里，黑鹳翩跹，碧波荡漾；

和顺太行山间，白云舒卷，豹跃青川……

一组组镜头、一幕幕场景，反映出晋中

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向好，也彰显出晋

中儿女牢记领袖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与决心。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今

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写入其中。晋中

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坚定不移改善

生态环境，着力绘就美丽晋中新画卷”。绿

色发展路径越来越明晰，美丽晋中新画卷

正徐徐展开。

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晋中市委书记常书铭提供了两张照片：一张

是汾河干流晋中介休段 2020 年以前的样

子，当时的水质是地表劣五类；另一张是经

过治理后，如今的汾河碧波荡漾，天鹅回来

了，鸟中“大熊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也回到了湿地公园。

这两张照片，映照着晋中市生态文明建

设的坚实步伐，是晋中儿女全力答好“一泓

清水入黄河”生态答卷的真实写照。

晋中地处汾河流域中段，为了守护母亲

河汾河中游的生态环境，晋中市以“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程为牵引，系统开展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综合治理，全力做好治水兴水

大文章。

“2023 年，全市水利系统干部职工自觉

扛牢治水之责、主动落实兴水之策，‘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程扎实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

成效明显；水利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多项

改革走在全国全省前列；河湖长制工作深

入推进，管护水平明显提升。”晋中市水利

局局长李学文表示，该局将深入践行新时

期“十六字”治水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各项

安排部署，以项目谋划为牵引、开源兴水

为路径、节流治水为抓手、修复清水为目

标、防洪护水为根本、惠民用水为基石、综

改活水为依托，全面提升水支撑保障、水

资源管控、水生态治理、水安全保障、水民

生服务、水改革创新等六大能力，为全市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全方位转

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提供

坚强的水支撑、水保障。

灵石县是山西省 27 个汾河干流县之

一，境内汾河干流全长 57.5 公里。市生态环

境局灵石分局副局长乔鹏程介绍，近年来，

灵石县扎实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

复治理，在汾河沿线共建有两座城市生活污

水处理厂、7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11 座农村

污水处理站和 17 个村农村污水收集池，实

现了生活污水应收尽收。同时，为规范入河

排污口管理，投资 2350 万元实施了汾河（灵

石段）排污口整治工程，封堵排污口 260 个，

截流处理排污口 157 个，汾河沿线排污口基

本完成治理。

“治理汾河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

久战。”乔鹏程表示，下一步，晋中市生态环

境局灵石分局将全面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

加快实现“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

光美起来”目标，全方位推进汾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修复治理，永续保障一泓清水畅流黄

河。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在做好水文

章的同时，晋中市在蓝天、土壤、植绿等方面

持续发力，多措并举，让晋中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

“2024 年是晋中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一年，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晋中

高质量发展成色，做好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意义重大，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势在必

行。”晋中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马成毅表

示，该局将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市两会精

神，重点围绕空气、水环境质量改善，进一步

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深度攻坚秋冬季

大气污染、工业减排、夏季臭氧、散煤清零、

柴油货车、扬尘污染，推动全市空气质量明

显改善；加快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

强化入河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全面推进污水

处理设施提标提效，确保汾河干流断面达芋
类水质。通过抓工程、强监管、保指标、促发

展，推动实现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重点流域

水环境质量“双提升”，加快形成美丽晋中建

设新格局，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

“晋中篇章”。

生态兴则文明兴。近年来，晋中市全方

位推进国土绿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林草资源保护与发展取得

长足进步，全年累计完成造林 46.8 万亩，为

晋中高质量发展铺上了绿意盎然的生态底

色。

晋中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四级调研员

彭飞表示，林长制统筹林草工作是市委、市

政府重视林草工作的体现。2024 年，晋中市

要按照市委“156”战略举措，紧紧围绕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

努力在科学造林、森林资源保护、林果产业

提质、林草发展机制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等

方面取得新突破。要做好林草资源保护发展

重大项目的接续实施，不断档、连续发力；要

扎实做好林草执法工作，维护林草资源安全

稳定；要进一步夯实林草防火建设基础，提

升履职能力；要进一步推动林长制、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等事项走深走实，取得扎实成

效。

城市绿化关系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关系

人居环境品质和人民生活幸福。晋中市园林

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赵贵生表示，作为园林

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要

求和市两会精神上来，巩固好园林绿化成

果，持续推动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建设，

城市绿道提标改造、行道树补栽、公园绿

地设施维修、古树名木保护等补短板工程

项目；在原有潇河湿地公园、社火公园等 6
处公园绿地实施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持续

拓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区域，着重选择贴

近居民，具备体育运动场地、儿童游乐设

施、垃圾分类收集点、停车场、公厕等基础

设施完善的位置，再新增开放公园绿地 20
个，促进公园开放共享提质，助力增强城

市生态环境品质，全面提升市城区公园、

绿地、道路绿化水平。

一方好山水，满眼皆覆绿。晋中市从保

护一片蓝天、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开始，倾力

绘就美丽画卷。采访中，不少群众表示：“‘蓝

天白云常相伴，绿染山川满目翠’。这样的晋

中，我们喜欢；这样的城市，我们依恋。”

早春的河曲县西口古渡，在冰雪将

消未消的黄河湾处，在青绿的黄河水

中，胆小的天鹅与安宁的古渡口相得益

彰，为早春的黄河增添了和谐共美的亮

丽风景。

春日黄河绿如蓝，在河曲县西口

古渡到娘娘滩沿线的黄河湾里，百余

只体态婀娜的白天鹅，或翱翔于碧空

之上、或悠闲自在地畅游在水面上、或

优雅地梳理洁白的羽毛、或把头伸入

水中觅食、或曲颈引吭高歌，在春日暖

阳的照耀下，形成一幅自然和谐的美

好画面。

在黄河边上，许多游客正在拍摄

天鹅，摄影爱好者贾来锁说：“我们每

年收秋时把它们迎来，初春再把它们

送走，基本上只要它们来了，我们就经

常来拍。”河曲县摄影家协会负责人张

玉明表示：“现在生态环境好了，黄河

边上有好多美景，不光有天鹅，还有黑

鹳、白鹭、苍鹭等好多水鸟。只要有空，

我们一整天基本上就在黄河边上拍这

些鸟。”

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世界

环保组织称为“空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

鸟”。它们对生长环境要求很高，需要水

质好、空气好、食物丰富的优质环境，

“挑食”“讲究”的天鹅们近年来连续“落

户”河曲县黄河湿地，正是河曲生态环

境不断向好的印证。

河曲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副队长刘兰珍说：“这几年，我们河

曲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吸引白天

鹅、赤麻鸭等很多珍稀鸟类争相来过

冬。去年，我县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

天 数 328 天 ，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90.1%；省考禹庙断面水质稳定达到地

表水芋类。”

近年来，随着黄河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河曲县黄河河道湿地资源得到了有

效保护。2020 年建设的黄河省级湿地

公园，占地 9357 亩，为野生动植物的繁

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天鹅等鸟类的到来，不仅为

县城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也成为人们欣赏自然、了解生

态的重要窗口。

河曲县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中心负责人王永胜表

示，近年来，河曲县以晋升国家级黄河湿地公园为抓

手，推动黄河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通过几年治理，

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标志之一就是鸟类的种类

和数量明显多了，共有鸟类 110 多种，其中有黑鹳、

遗鸥、白尾海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3 种，白天鹅、

赤麻鸭、苍鹭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4 种。下一步，河

曲县要继续推进黄河流域综合生态和环境改善黄河

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同时要做好已建成湿

地公园区的管护工作，为实现全县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作出积极

的贡献。

河曲县作为全省 19 个、全市 3 个沿黄县份之一，

是国家卫生县城、园林县城和省级文明县城。近两年

来，河曲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

县为目标，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湿地公园创建和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为载体，筑牢生态保护底线，擦亮了

示范县建设的底色。2023 年，编制完成《黄河流域河曲

北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现代水网规划》，黄

河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有序推进，黄河干流沿线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林业生态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完

成营造林 4 万亩，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推进沿黄

环境污染整治，共拆除违建 247 处 3.5 万平方米，清理

垃圾和固废 7.3 万立方米，整治散乱排污排洪口 147
处，累计绿化修复 2004.5 亩，黄河沿线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

刘兰珍说：“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河曲县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创建工作，按照县

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以三河三道治理为指引，全力

推进净河、增绿、清废、洁路、减污五大行动。”

一张绿色发展蓝图绘到底，一幅生产生活生态融

合、宜居宜业宜游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王春梅

（上接 C1 版）

中条山是盐湖水资源和矿物质的重要

补给来源，每年通过地表水和地下水，可向

盐湖动态补充约 20 万吨的盐类矿物质，可

以说中条山就是盐湖的命脉。盛夏时节，湖

水不断蒸发浓缩，由于盐畦阡陌纵横，每个

盐畦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加之杜氏盐

藻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等环境下分别

产生叶绿素、类胡萝卜素的特性，迅速繁殖

的杜氏盐藻和以藻类为食的卤虫把各个盐

畦染成了深浅不一的调色盘，形成了七彩斑

斓的盐湖景观，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盐湖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地质结构，

能够自然产出芒硝、粗镁、河东大盐、黑泥、

卤虫等丰富物质。黑泥是运城盐湖的独特

资源，含有 38 种矿物质元素，富含 4%的黄

腐酸，具有杀菌消炎、美白护肤的天然功

效，游客可以在七彩盐湖景区体验“黑泥养

生”。

在盐湖的生态链中，卤虫是关键一环。

卤虫又称丰年虫、丰年虾，是盐湖中的天然

优势物种，能够滤食 50 微米以下的颗粒，具

有净化水质、促进盐湖生态平衡的作用。卤

虫吃湖里的杜氏盐藻，天上的飞鸟吃卤虫，

鸟类的代谢产物等又反哺给盐湖，形成了一

个闭合的体系。同时，卤虫还可用做幼鱼、幼

虾、幼蟹的“开口饵料”，价格每吨 3000 元左

右。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卤虫年产量 6000 余

吨，产值 2000 余万元。近年来，运城市通过

生态养殖，科学保护和利用卤虫资源，提升

盐湖水质和盐湖绿色发展。

盐湖还是天然的实验室、大自然的信息

库。从 2021 年开始，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

开发中心先后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

开展了盐湖环境科学钻探项目和微生物、大

气气溶胶、古环境与古气候、七彩盐湖因素

分析等多项科学研究，为保护盐湖、推动盐

湖生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持续提升

生态价值和功能。

绿色发展 七彩盐湖迎来蝶变

盐池神庙坐落于盐湖北岸卧云岗，始建

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是我国历史

上唯一一座皇家供奉池神的庙宇。最下面的

建筑叫歌薰楼，相传是舜帝吟唱南风歌的地

方；第二层的建筑是海光楼，是用来俯瞰盐

湖的地方；再上一层三个联排的建筑是三神

庙，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盐工在这里祭祀

池神、太阳神、风神三位自然神后，才下池开

始一年的生产，充分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

畏、对自然的依赖。

现在的盐池神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同时也是河东盐业博物馆的所在地。

馆内殿宇、碑林、《河东盐池之图》等文物，无

不诉说着千年盐湖的辉煌。作为河东盐文化

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盐池神庙多次举办盐

湖灯会、河东盐池故事展等活动，帮助民众

更详细地了解厚重的河东池盐文化。

2023 年，运城市在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

打造了沉浸式实景演艺———《宋韵·南风

歌》，以宋代文化为蓝本，生动呈现了迎宾盛

典、盐运时辰、千里江山、包拯审案、盐道之

恋、盐业新政、宋韵风华、香浸万里、盬盐春

秋、南风歌 10 个篇章，通过变幻的光影艺术

和演员独具魅力的表演，让游客在游园中观

景、赏剧时“零距离”感受北宋时期盐运业之

繁盛，从而领悟“天下家国”的精神内涵。

河东盐业博物馆负责人表示，未来会在

盐池神庙举办更多文旅融合的项目，吸引更

多的民众来这里参观游览。同时，博物馆已

经启动了数字化保护的申报，运用现代化的

技术将老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保护得更

好。

盐湖虽然停止了工业生产，但其可开发

利用的资源仍然很多。比如，文化资源、旅游

资源、生态资源。这几年，运城市认真做好

“文化+旅游+生态”融合发展的文章，通过举

办池盐文化旅游周、环湖自行车赛等活动，

让盐湖成为市民亲山亲水亲自然的好去处

和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2023 年春节和

五一期间，有 70 多万游客来盐湖观光游览，

旅游综合收入达 1800 余万元，绿水青山正

在转变为金山银山。

冬去春来，南风不停。古有辽阔盐池，车

马辐辏，盐业昌盛；今有中国盐文化标识地，

生态和谐，游人如织，运城盐湖正以新的形

式哺育着河东儿女。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河东人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魄

力让盐湖独特的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

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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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至，候鸟归。初春的

桑干河冰雪消融，雁飞鱼跃，

吸引了成群结队的候鸟在此

停歇觅食嬉戏。近日，十五只

卷羽鹈鹕歇脚桑干河湿地，为

春日大同带来吉祥。

卷羽鹈鹕属于鹈形目、鹈

鹕科，是一种大型珍稀水鸟，

其体羽灰白，冠羽卷曲而凌

乱，最明显的特征是嘴下有一

个淡黄色大型柔软的喉囊，能

够储存食物。卷羽鹈鹕个头

大，机警畏人，对湿地生态环

境要求高。卷羽鹈鹕在大同的

过境时间短，多则一周少则三

天，但随着大同生态环境不断

好转，卷羽鹈鹕在大同逗留时

间有逐年增加迹象。据现有影

像资料，2014 年 3 月首次发

现卷羽鹈鹕出现在大同册田

水库，之后每年都有影像记

录，卷羽鹈鹕已连续十年在迁

徙途中歇脚大同且种群数量

也逐年增多。

山西省动物学会秘书长、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郭东

龙教授表示，卷羽鹈鹕种群数

量稀少，属于《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

色名录》近危种，已被列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卷羽鹈

鹕在山西属于罕见旅鸟，大同

云州区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

和广灵壶流河湿地是山西省

卷羽鹈鹕的集中分布区，卷羽

鹈鹕在大同不仅种群数量多，

居留期和分布也更加稳定，具

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价值。

湿地生态环境的好坏，水

鸟最有发言权。连续十年卷羽鹈鹕现身

大同，再次证实大同桑干河湿地生态修

复和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刘通 胡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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