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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候鸟群飞……日前，沿着长

城一号旅游公路看大同采访小分队来到云

州区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啾啾、嘎

嘎、喳喳……”鸟儿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悠扬

婉转，顺着波光粼粼的河面传向远方。

乘坐木船摇曳在桑干河上，“噗噗噗”，

时不时会惊起打盹儿的鸟儿振翅飞翔。一位

工作人员说到：“生态好了，候鸟也多了，常

见的有大天鹅、小天鹅、灰鹤等。”

曾几何时，由于河水资源承载能力严重

透支，“桑干夕照”美景消失不再。现如今，经

过治理保护的桑干河重现了往日美景，河水

潺潺、山青水绿，正源源不断地给首都北京

母亲河———永定河提供着清冽的水源。

“每次来桑干河，感觉都不一样。”同行

的云州区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徐志感慨道，

在他的印象中，以前桑干河经常断流，候鸟

也没几只，现如今，群鸟翔集大不一样。

“有保护才能有绿水青山。”当了近 30

年记者的曹飞感慨道，桑干河经历了多次保

护，不论是 2017 年全省启动实施的“七河”

生态修复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生态补水，还是

2022 年围绕御河、桑干河等 6 块湿地启动

的治理工程，他都如数家珍。为了统筹推进

桑干河水生态治理修复与保护，大同市编制

了《大同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大同市桑干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等，正是在这

样前赴后继的努力下，桑干河美景才能再

现。

不久前，在第 28 个世界湿地日纪念活

动中，云州区国家公园保护和发展中心工作

人员通过发放传单、悬挂横幅等方式向大家

宣传保护桑干河的重要性。

“像这样的活动，我们每年都要举办。”

徐志说，为了更好地保护绿水青山，云州区

全面落实“河长制”，启动水系连通补水工

程，加速推进册田灌区阔浇工程，严厉打击

地下水超采行为等。

不仅如此，通过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

享等机制，云州区实现了辖区桑干河湿地区

域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联防联动。成立了

“桑干河生态检察官综合履职中心”，组建了

“守护桑干河”办案团队，制定出台护航桑干

河保护的“十条意见”等，有效推进桑干河流

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来旅游的人多了，糕面都不够卖。”来

到于家寨村，正好遇到一位村民在售卖自家

的杂粮，他说他家的糕面、小米等销量非常

好。

这几年，云州区充分利用桑干河生态优

势，抢抓“露营+”发展新机遇，丰富“露营+”

旅游新业态，打破单一的观光旅游旧模式，

将露营、住宿、娱乐等功能融为一体，打造出

“露营+美拍”“露营+研学”等数十种新业态，

使京津冀及周边城市游客切身感受“忘忧山

水间、露营新生活”的舒爽惬意。

从露营开始，不止于露营。“露营热”还

带动当地帐篷、折叠桌椅出租，野餐桌布销

售和餐饮等产业发展。而且，云州区积极协

调经营主体，在基地周边设立农产品销售摊

位，吸引村民参与农副产品销售，优先雇用

村民从事卫生清理等工作，有效带动就业，

成为助力乡村经济增长的新途径。

一路走来，百鸟群飞，花香四溢，景色宜

人。桑干河这条古老的河流处处都在焕发着

勃勃生机。 常雁军

再生水是指把废水、污水或雨水经适当

处理达标后，进行再利用的水，利用再生水

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水生态良性循

环。近年来，太原市积极探索再生水综合利

用之路，作出了资源短缺地区水资源再利用

的有益尝试。

再生水实现分级利用

6 月初，笔者走进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姚

村镇的太原市再生水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在

该基地的总控室里，两名工作人员正在观察

总控大屏幕上再生水的处理和回供数据变

化。在深度处理车间里，一排排白色管道有

序排列，看不到人工作业，也听不到机器运

行的声音，这些白色管道正对来自上游污水

处理厂的水进行深度处理。之后，这些经过

深度处理后的水，再通过输水管道，源源不

断地为城市供热、工业生产、城市绿化等提

供高品质的工业用水。

太原市再生水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翟

海英介绍，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排放标

准的“废水”，在再生水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被

处理成堪比纯净水的一级除盐水，这种水称

之为“高品质再生水”。基地主要采用“超滤+
反渗透”双膜工艺，使再生水的氯离子浓度

低于 10.5mg/L、溶解性固体总量低于 65mg/
L，深度处理后的水可满足一些企业高品质

工业用水的需求。

走在厂区干净的主路上，翟海英指着地

面说：“就在我们厂区地面以下，深藏着 5 个

水池，目前存有经过深度处理后的 4 种水质

的水可供使用。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需

求，把再生水按不同标准进行处理后，输送

给客户。”

翟海英进一步介绍，基地预计每年可置

换新鲜水资源约 2100 万吨。目前该基地再

生水有的回供清徐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有

的回供交城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还有的回

供清徐环卫产业园项目以及万水物贸园区

供水、供热项目等。

翟海英说：“再生水基地的建成运营标

志着太原市污水资源化利用开启了新局面，

同时对再生水分级处理、分质供水以及再生

水水能的利用具有良好示范作用。”

再生水使用效果良好

据了解，经过深度处理后的再生水会通

过 20 公里长的管线，直供大型工业企业，为

企业生产用水“解渴”。这些管道一头连着经

过处理后的再生水，一头连着再生水利用的

企业。

山西三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清

徐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通过对煤焦油进

行深加工，生产经营炭黑和化工两大类产

品，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橡胶、色母粒、油墨、

化纤、染料颜料、医药、塑料制品、粘胶剂等

行业。从去年 9 月开始，该公司开始使用太

原市再生水发展有限公司的再生水，目前每

天用量约 1000 吨左右。

该公司化水车间主任白蓉介绍说：“从

管网过来的再生水，经过我们的化水车间处

理，进入除氧器送往余热发电锅炉使用，经

过发电锅炉排出的再生水再全部送往炭黑

生产车间回用，实现了循环利用不出厂。”

对于为何选择使用再生水，白蓉赞不绝

口，她说：“再生水使用效果好啊，相比之前

使用地表水而言，使用再生水有三方面的好

处。第一，再生水的水质较好，杂质较少，所

需的杀菌剂等药剂使用量大大降低，节约了

50%的生产成本；第二，减少了设备清洗次

数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设备的使用

寿命；第三，充分利用了水资源，总体回收率

较之前提高了 68%左右，为公司实现高效节

水和循环利用起到良好的环保效益和经济

效益。据测算，我公司的用水成本下降了

30%左右。”

在循环再利用的过程中，每一滴再生水

都被充分利用。再生水利用不仅是对自然资

源的重视，也为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据

悉，除了工业园区外，目前太原市再生水综

合利用基地的再生水回供西山万亩生态园

南区绿化用水和再生水深度处理厂废水余

压发电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翟海英表示：“我们的目标就是突破水

资源对城市发展的瓶颈，将城市生态治理产

业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机链

接，释放‘水动力’、做活‘水文章’、答好‘生

态卷’，为助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注入

新动能，为筑牢拱卫黄河流域生态屏障夯实

水支撑。”

“废水”变身“第二水源”

数据显示，城市供水的 80%转化为污

水，经收集处理后，其中 70%的再生水可以

再次循环使用。

今年年初，我省印发《关于加强全省城

镇再生水利用的实施意见》指出，坚持“一水

多用”，扩大使用规模。加大工业回用，推进

将再生水作为全省工业生产的“第一水源”；

加大市政杂用，提高建成区再生水市政杂用

管网覆盖率；提高生态环境补水，在满足区

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与配置体系前提下，

鼓励利用再生水对全省重点河流及其支流、

湖泊等水体进行生态补给；探索提高农田灌

溉利用。

2016 年以来，太原市累计铺设再生水

管网 164 公里，建成加压泵站 3 座和深度处

理厂 1 座，全市规模化使用再生水的工程基

础已基本具备。目前，太原市建成区再生水

利用基本实现了工业生产、景观补水、水源

热泵、农业灌溉、市政杂用等多渠道回用。曾

经的“废水”正在成为太原市稳定的“第二水

源”。

采访中，翟海英还介绍，再生水回供西

山万亩生态园南区绿化用水和再生水深度

处理厂废水余压发电项目，也正在积极推进

中。她说：“我们就是要把再生水这一能源吃

干榨尽，让再生水实现再利用。”

目前，太原市再生水回供景观水体示范

项目九河复流工程，已铺设再生水管网

135.5 公里，建成加压泵站 1 座，设计供水能

力 15.1 万吨/日。翟海英说：“南沙河复流工

程，现已完成可研的编制以及泵站的选址，

预计每日可实现再生水回用 3.6 万吨。”

通过水源补充、水量控制、生态重建、水

质优化、景观塑造、文脉串联，太原再生水将

助力九河复流，打造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

健康城市水系，同时满足周边公园、植物园、

森林公园等绿化和城市杂用等用水需求，利

用再生水，水润并州。

再生水利用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创造

良好水环境，促进循环型城市发展进程的重

要举措，太原在再生水方面进行的有益尝试

踏出了坚实一步。

程国媛

释放“水动力”做活“水文章”

大同：悠悠桑干焕新颜

盛夏时节，树绿荫浓。壶关县杜家河自

然生态湿地中，平整的土地上多种经济作物

长势喜人，附近的村民在人行便道漫步，西

侧广场歌声悠扬，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轻

快的舞步跳出红火的好日子。

生态修复是提升沿河人居环境的重要

途径。“过去这里就是一个废弃水库。河道中

污水横流、杂草丛生，河岸边倾倒着垃圾，隔

着很远就能闻到臭味。特别是夏天，大家路

过时都会加快脚步。”提起杜家河自然生态

湿地，杜家河村村党支部书记韩建英打开了

话匣子，“村民到水库边沿线种地，因为没有

安全防护栏，需要特别留意脚下安全，就怕

一不小心滑到水库中。”

作为石子河生态修复工程中重要的一

环，杜家河自然生态湿地借助原杜家河水库

库区开阔的地形条件，通过河道基地改良、微

地形重塑、湿生及半湿生植被种植等措施营

造自然生态湿地，吸附水体中污染物，进一步

提升水质。同时，修缮原水库库区部分道路，

增加园路栈道，增设休憩平台，引人入景，打

造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生态湿地。

“石子河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内容分为河

道防洪工程、水质提升工程和生态治理工程

三大部分。”杜家河自然生态湿地建设项目

负责人侯建生介绍，通过修建河道护岸、拦

砂坎，可以有效提升河道防洪功能，严防汛

期污水外流。同时，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

下，通过河道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淤、河道

曝气复氧、自然湿地吸附等建设，杜家河自然

生态湿地实现了岸绿景美水畅流的目标。

“根据不同季节，目前湿地中播种了油

菜、向日葵、苜蓿、波斯菊等经济作物，既能

增加当地收入，也能提升观赏性。”壶关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项目现场负责人马赵

军介绍，生态治理工程主要包括石子河沿线

植物种植、杜家河自然生态湿地植物搭配、

龙丽河生态提升等。

在石子河生态修复工程集店村段，现场

机器轰鸣，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施工。曾经污

水溢流的河道，经过垫土种草，面貌焕然一

新。两岸边格宾石笼修整完毕，即将填土覆

盖，实现生态保护和防洪效益。

“经生态治理后的石子河，河道防洪能

力显著提高、河道水质明显改善，充分发挥

了水体生态所起的良性调节作用。”壶关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副局长马成方表示，

经岸坡生态治理后的河道，水体面源污染现

象得以缓解，水土流失现象得到整治，黄土

裸露区域复绿，为全市水质达标及海绵城市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条水系连通了沿岸好生态，也通向了

村民的幸福生活。村庄干净了、变美了，村民

有精气神了。“以前临水而居，出门却是垃

圾、污水。如今河道修整一新，出门就是广

场、凉亭，满目绿意盎然，这日子真是越来越

好。”望着从村中穿流而过的河水，北河村村

民韩建英笑容满面。

耳畔流水潺潺，放眼田园风光。以水为

媒，石子河沿岸村庄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

力与希望，在碧水青山间奔赴更美好的生

活。 张瑞英

———太原市水资源再利用的探索实践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

科学导报讯 为加强乡镇及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6 月 21 日，忻州市

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强带队深入河曲县实地督

导调研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

督导组一行先后来到河曲县王寺峁联村供水水源地

和鹿固乡集中供水水源地，现场查看，并针对水源地规范

化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督导组强调，要把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工作作为“听民意办实事”项目的重要抓手，进一步

落实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压实属地乡镇和

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职责，全力落实好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各项工作要求。同时，要统筹谋划水源地保护项

目，彻底解决保护区内的各类环境问题，以高标准、规范

化推进饮用水水源地建设，切实提升水源地水质安全保

障水平，确保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 王旭红

督导调研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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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碧波荡漾、植被绿意盎然、河

道清洁畅通……禅房生态清洁小流域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让盂县

孙家庄镇禅房村美景如画。近年来，阳泉

市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新模式，

实施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推

进水土保持监测和信息化、强化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持续打好水土保持“持久

战”，守护绿水青山，打造了一批“满山皆

绿、溪水潺潺、生态清洁”的村庄。

去年，阳泉市共完成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面积 148.94 平方公里，超额完

成治理任务。阳泉市以“山青、水净、村

美、民富”为目标，以水系和村庄周边

为重点，坚持山水林田路村统一规划，

治山、治水、治污协同推进，大力实施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项目区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盂县禅房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工程总投资 1190 万元，通过水

保造林、封山育林、村庄美化、蓄水设

施建设等措施，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4.28 平方公里。平定县中滩沟生态清

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总投资 700 万

元，完成面源污染治理、营造水保林、

河道整治、绿化美化等工程，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20 平方公里。与传统治理方

式相比，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成

效更加显著。

抓好治理工作的同时，阳泉市积

极推进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按照水利

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

办法》，阳泉市全面落实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2023 年共审

批水土保持方案 72 个，督促生产建设

单位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1728.97 公顷。阳泉市还对 38
个生产建设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

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建设单位进

行整改。

阳泉市出台了《阳泉市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实

施方案》，建立水土保持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制度。水利部

门与项目主管部门、检察机关开展了联合检查和联合执

法，实施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清单管理制度，初步形

成了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有机衔接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工作机制。

阳泉市还开展了水土保持信息化、水土保持补偿费

征收、水土保持监测等工作。下一步，阳泉市将进一步落

实大水保理念、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严格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质增效，守护

一方绿水青山。 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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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清 岸 绿 景 色 美
———壶关县扎实推进石子河生态修复工程见成效

（上接 C1 版）同年，他牵头成立省级无废城市建设技术帮

扶团队，并制定完成太原、晋城“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

建设实施方案，从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物、生活源

固体废物等五大类废物及制度、技术、市场、监管四大体

系等方面提出了建设任务和工程项目清单。

为更好地开展“无废细胞”建设，张海龙组织完成了

山西阳光焦化“无废集团”建设实施方案，此方案对“无废

细胞”一个点的建设带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具有较大

的示范意义。

2022 年起，新污染物治理成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

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张海龙协助起草《山西省新污染治理

工作方案》，统筹谋划新污染物近 5 年的“筛、评、控”和

“禁、减、治”工作任务；2023 年，他带领团队在全省 122 个

行业完成纳入调查统计的 1500 余家企业，4000 余种化学

物质基本信息、详细调查及重点管控物质调查和审核，顺

利完成全省两轮新污染物调查评估，并持续支撑新污染筛

查评估与治理等任务。

节假日加班熬夜是张海龙的工作常态，聚焦我省大

宗工业固体废物特别是煤矸石等产量存量大、利用处置

难的局面，张海龙深入开展煤基固废利用处置问题分析，

从降强度促减量、推动多元利用、规范末端处置等方面提

出对策建议。同时，开展煤矸石用于损毁土地协同生态修

复等规模化消纳路径环境保护研究，助力打好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攻坚战。

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进入高水平发展的新阶

段，他在面对我省焦化行业利用焦炉自行处置危险废物

种类繁杂、协同处置设施设备不健全、操作过程不规范等

问题中，经过 3 年时间的研究，于 2023 年起草完成《炼焦

化学工业危险废物焦炉协同处置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该

成果出台对规范焦化企业危险废物焦炉协同处置过程，

防范环境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干一行，要爱一行。在工作中，一定要把事情做好才

行。”张海龙对记者说，环保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实现

从“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的思想转变，才能在工作中做

出一定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