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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神头泉域：

碧水清泉“涌”出生态美景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范琛 文 /图

听，泉水潺潺，缓缓顺流而下；看，野鸭

在湖面上嬉戏玩耍；闻蝉声鸣鸣，享泉水沁

心……夕阳下的湖面波光粼粼，上百只的反

嘴鹬在空中盘旋飞舞，黑白羽色交相舞动，

如同“雪花”般纷飞飘落，这一幕幕美丽的画

面发生在朔州市神头村的神头泉。

守好一湖清水 共护万顷碧波

5 月 15 日，记者驾车来到神头村，站在

水天一色的五花泉岸边，向远处眺望，湖水

清澈透亮，青翠的芦苇荡倒映在湖中，秀美

如画。

据了解，神头泉又名神头海，曾是桑干

河的发源地。多年来，这里的泉水长流不断，

有着“塞上西湖”的美称。神头泉历史悠久，

远近驰名，据清雍正《朔州志》记载：“神头山

在州东三十五里洪涛山前，上有神婆遗址，

下有七泉，即漯水也，与马邑县连界。”神头

七泉即：神头海、三泉湾、金龙地、七星海、五

花泉、莲花池和磨轮湾。这些泉组在东、西神

头、司马泊和新磨 4 个村庄之间形成了多处

自然湖泊。

神头泉群是我省十九大岩溶泉水之一，

大小泉眼有 100 多处，它们主要呈现散流排

泄方式，水位标高在 1059~1065 米，地面标

高为 1044~1053 米，主体构造为上升泉，全

年水温可达 12益~16益。

朔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赵有跃向记者

介绍，神头泉是海河流域永定河的水系，也

是桑干河的重要清水水源之一，神头泉不仅

横跨朔州、大同、忻州三个市，总面积更是达

到了 4756 平方公里，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

块天然湿地。

2007 年，由于当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泉域的水流量逐渐减小，泉域从最大流量

9.28 立方米/秒减少到了 4.37 立方米/秒。为

了改善神头泉的生态环境，近年来，我省加

强水资源保护力度，泉域水生态开始逐步改

善。2019 年，朔州市水利局就对五花泉组水

域进行了治理，主要对泉组进行了清淤，还

加固了围堰护岸，清理垃圾和美化绿化等。

赵有跃说：“此次工程的实施有效地增

加了泉水的涌储量，极大地改善了泉水出露

区和泉水水质，防止新的污染和淤积，治理

工程现形成水面面积达到了 40 万平方米，

年出水量达到了 5800 万立方米。”

正在这里游玩的李先生对记者表示：

“一到休息日我就会带着全家来这里垂钓、

游玩，现在处处都是鸟语花香，神头泉越来

越美了。”

确保泉域复涌 绘好生态画卷

跟随赵有跃的脚步，记者来到了莲花

池，站在岸边向远眺望，波光粼粼的水面，让

成群结队的小鱼随波逐流，湖面上的鸟群嬉

戏，勾勒出了一幅水清、岸绿的生态和谐画

卷。

“在没治理之前，这里杂草丛生，垃圾遍

野，污水横流，臭味熏天，路过回家还得捂着

鼻子。现在不仅环境好了，水还更清澈了

呢！”附近的村民赵杰对记者说：“你看，我们

村民还在温泉里养起了鱼，生活幸福指数都

提高了不少呢！”

为了让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水量

丰起来，朔州市水利局根据我省人民政府对

《山西省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的批复以及水利部对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重点突出泉域保护明确要求，朔州市政府对

泉域保护治理进行了安排部署，神头泉分别

于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连续 3 年立项

并被列入《山西省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实

施方案》规划中，还争取到了中央水利发展

资金累计 1.27 亿元的市级等配套资金。

赵有跃向记者介绍：“自莲花池工程治

理实施以来，朔州市水利局主要是通过重型

机器设备把湖水里的垃圾和淤泥进行清理，

将原有的水面高程从 1059.48 米降至到了

1052 米，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水面大小。”

此次工程的实施，还设计出了亭台水

榭、小桥楼阁、北魏石塔，复建了水月禅寺等

一系列的古镇美景，让神头泉呈现出了一派

湖光山色、梦里桃园的山水风光。

据记者了解，神头泉的泉水非常丰沛，

它稳定的水源构成了桑干河稳定的水量，同

时泉群动态稳定，形成了北方干旱地区独有

的自然景观。目前，神头泉的水质更是达到

了 I 类水和 II 类水的标准。

现如今的莲花池畔，垂柳绿葱茏，青山

映水中，风景美不胜收……

修复泉域环境 彰显生态蝶变

曾有诗曰：“龙沼周遭统绿芜，星稀云静

月平铺。分明塞北初悬镜，仿佛江南小样

湖。”站在三泉湾处，向湖水中看去，湖中的

虹鳟鱼在泉水中畅游，无拘无束，轻柔的风

吹拂着银色的湖面，水天一色的迷人美景跃

然眼前……

一直以来，朔州市水利局严格执行《取

水许可和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山西省泉

域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法规，对泉域保护范

围内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泉域水环境

影响评价、取水许可严格审批，有针对性地

提出防治水污染措施，规范现场勘查、水源

认证、核定水量、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坚决

杜绝对神头泉水环境破坏、污染的行为发

生。

2020 年，朔州市水利局根据《山西省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实施方案（2020 年度）》规

划要求，并结合朔州市委、市政府清河行动

的总体部署，开始实施二期工程的治理。此

次工程治理总投资 4053.9 万元，预计今年

10 月底全部建设完成。

不仅如此，神头泉域保护治理工程的实

施，不仅明确了神头泉出露区的边界及保护

管理范围，改善了泉组出流条件，还充分发

挥了泉域的自我修复能力，维护和恢复了泉

域的生态环境。

此外，二期工程的实施还将进一步树

立神头镇的良好社会主义新乡镇形象，结

合神头古镇建设，从而带动当地旅游业发

展。对当地发展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

赵有跃对记者说：“经过一期工程治理

后，目前有的自喷水柱能够达到 2 米多高，

到了冬天，河岸两边银装素裹，5 公里以为村

庄的屋顶、草垛以及树上都挂满了六花洁

霜。虽然天气很冷，但泉水依然清澈见底，纯

如水晶。”

如今的神头泉域再现了青山绿水、清水

甘泉的大美风光。居住在神头村 40 多年的

村民李志强说：“现在神头泉越来越美，一到

节假日，周边的游客都会纷纷来到这里露

营、野餐，进行户外活动。现在，家门口的风

景不仅美了，就连我们老百姓的钱包都鼓了

起来。”

“山水神头”，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在湖

心观赏台遥望神女峰和欣赏天然泉四季喷

涌如注。赵有跃表示，下一步，神头泉的娱乐

活动会逐步兴起，游客可以来这里进行垂

钓、观赏、爬山。“未来，我们会沿着绿色高质

量的发展脉络，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道路。”他说。

近日，国务院印发《2024—
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今明

两年的节能降碳工作迎来明确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行

动方案》旨在锚定“十四五”节

能降碳目标任务，加大节能降

碳攻坚力度，分领域分行业实

施节能降碳专项行动，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北电

力大学新能源电力系统全国重

点实验室主任刘吉臻认为，《行

动方案》提出的各项行动举措

务实有力，对促进非化石能源

消费，推动重点领域和行业节

能降碳作出了系统安排，将为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奠

定坚实基础。

提出具体目标

节能降碳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据了解，据初步测算，扣除

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

后，“十四五”前三年，全国能耗

强度累计降低约 7.3%，在保障

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的同时，

节约化石能源消耗约 3.4 亿吨

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9
亿吨。

“在全面梳理、系统分析、

深入测算的基础上，《行动方

案》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降低、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降

低等具体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说。

《行动方案》提出，2024 年，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2.5%
左右、3.9%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

消耗降低 3.5%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

18.9%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

节能量约 5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

部署十大行动

《行动方案》围绕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

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部署了节能降碳十大行

动。

在化石能源消费减量替代行动方面，《行动

方案》提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电

低碳化改造和建设。到 2025 年底，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平原地区散煤基本清零，基本淘汰

每小时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各类燃煤设

施。

围绕建材行业节能降碳行动，《行动方案》

明确，加强建材行业产能产量调控、严格新增建

材项目准入、推进建材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其

中，新建和改扩建水泥、陶瓷、平板玻璃项目须

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和环保绩效 A 级水平。到

2025 年底，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50%左右水

泥熟料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当前，我国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

行业仍有超过 10%的产能能效低于基准水平，

大量老旧建筑存在节能措施缺乏、运行管理缺

失等问题，急需以点带面、系统推进，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国家节能中心主任刘琼认为，《行动

方案》准确把握了全社会能源消耗的主要环节，

有助于充分发挥节能降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完善管理机制

为推动《行动方案》各项任务有效落实，《行

动方案》围绕评价考核、节能审查、重点用能单

位节能降碳管理、节能监察、统计核算等 5 个方

面，提出了完善节能降碳管理机制的具体要求。

“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节能降碳规制标

准体系，但能源和碳排放统计核算基础仍较为

薄弱，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有待健全，各类激励

约束政策和市场化机制需进一步强化。”刘琼

说。

为加强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统计核算，《行动

方案》要求，建立与节能降碳目标管理相适应的

能耗和碳排放统计快报制度，提高数据准确性

和时效性；积极开展以电力、碳市场数据为基础

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监测分析等。

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魏一鸣认为，节能降

碳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既利

当前、更利长远。“推进节能降碳工作需要政府

和市场协同发力，共同破解制度、技术、投资等

方面的制约，强化工作支撑保障。”魏一鸣说。

刘园园

在他的办公桌上有成摞的书稿资料，内容

大多数都与环境污染治理有关，他笃信力量源
于责任，精神贵在坚持,他就是———省生态环
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

管理技术部部长张海龙。

知责于心 履责于行

2007 年，张海龙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同

年入职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刚上班的张海龙，

从最基本的污染物质平衡计算以及污染模型
预测学起，每天还虚心向老师傅请教，每每工

作时他都会达到“忘我”的境地。
由于在工作中表现突出，2016 年张海龙

担任起了原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技术所所长。这一年，他的空余时间寥

寥无几，大部分都被占用。同年 6 月，一件棘手

的工作至今都让他记忆犹新。

据张海龙回忆：“当时，废矿物油‘土炼油’

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经省主要领

导批示，要求全面排查、论证清楚全省现有废

矿物油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状况，并提出整改

措施和推进发展技术要求。承接这个任务后，

我们团队每天都顶着烈日，跑遍了全省十几家

废矿物油处理企业，快速形成调研报告，提出

处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直以来，张海龙勤思践行，持续在污染

防治攻坚、“无废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技术支

撑，高标准支持服务环境管理。2018 年起，他

参与“静乐粗笨泄漏”“平定 7.5 危险废物非法

倾倒”等多起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

的应急处置，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消除二次污

染。

不仅如此，张海龙还顶着巨大的压力，在

各级环境保护督察、媒体曝光的数起涉冶炼尾

渣、粉煤灰等的环境污染案件中，积极开展环

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定整治技术方案，作为

案件办理和企业整改的技术依据。

2018~2020 年，他用两年的时间组织对全

省 5000 余家危险废物产生及利用处置企业开

展调查评估，研究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设施总体

布局方案和建设要求，制定出了《推进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加强环境监管的实施意

见》。

面对困难和危险，张海龙勇于担当。2020
年，他开展了全省医疗废物补调查评估，从收

集、转运、处置及运行管理等方面提出了 52 条

医疗废物补短板任务清单，由省政府以“特急”

等级文件发至各市落实，建立起覆盖县、乡、村

的医疗废物收集体系，满足中长期发展和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筑牢

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的底线。

与此同时，张海龙还聚焦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污染防治短板弱项，累计完成各类科研和

技术咨询项目 200 余项。

在环境治理的道路上，从来没有终点。近

年来，张海龙默默耕耘，以不懈的追求在创新

的领域留下了独特的光芒……

乘风而上 绿色创新

2022 年，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后，张海龙

担任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环境管理技术部部长。（下转 C3 版）

张海龙：坚定不移打好“生态”牌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范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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