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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吕梁方山县积翠镇刘家

庄村，南北峰峦叠嶂，村外溪水潺潺，山水相

映，风光迷人。现如今，这里不仅是村民的家

园，越来越多的苍鹭也成了这片土地的主

人。

苍鹭又称灰鹭，是一种较为大型的水鸟

类，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经常栖息于湿地、

湖泊等水域边，它们大多四只一窝，与一对

“鸟父母”群居生活，以河湖中的小鱼为食。

在方山县苍鹭栖息的这片树林，多少年来一

直繁茂地生长着，周边河水丰盈，山川秀美，

鸟儿世代繁衍。据村民赵启清回忆，苍鹭数

量最多时达上千只。数十年来，苍鹭与村民

和谐共处，既是村里的主人，也是最尊贵的

“客人”。

近年来，为了保护这片鸟儿的家园，刘

家庄村在苍鹭栖息的山脚下建起了苍鹭湿

地公园，依托此地的三处鱼池，进行修缮扩

容、投放鱼苗，既保证了湿地生态系统的运

行，又为苍鹭提供了觅食嬉戏之处。而且，为

了既不干扰苍鹭正常栖息，又能让游客最大

程度地观赏苍鹭，村委会设立了“我和苍鹭

有个约会”打卡点，并在距离苍鹭栖息地

200 米的最优位置修建了一座 50 平方米的

观鸟台。

据团市委驻积翠镇刘家庄村第一书记

刘瑞介绍，2023 年，刘家庄村被确定为吕梁

市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之一。刘家庄村还

依托村集体所属的 30 余亩果园，打造了一

个集采摘、游玩为一体的特色露营地。

刘家庄村的这些新鲜事儿仅仅是方山

县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方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厚植美丽乡村底色。实施生态造林，3
年来，全县完成生态造林绿化面积 24.86 万

亩；结合横泉水库水源地保护和生态涵养林

建设，前东旺坪、庄上等村采用“党建+合作

社”造林模式，实施造林绿化工程 1.9 万亩，

实现了村庄增绿和农民增收“双赢”。开展生

态美化，因村制宜统一开展屋顶整饰和建筑

立面整治，完成农村节能保温项目 4.7 万平

方米、“煤改电”1600 余户，乡村“生态颜值”

得到较大提升。推广生态产业，围绕“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后则沟村“山楂林+芍

药”立体产业、庄上村“山水田园”综合体等

一批美丽宜居乡村生态产业模式已初步形

成并大力推广。

2023 年，方山县将峪口沟河道进行了

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县城污水处理二期工程

完工，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0%。

实施营林造林 4.5 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48 万亩。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 3 年位居

全市第一方阵，国考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

标，获评吕梁市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随着全县生态建设的不断进步，苍鹭、绿

头鸭等野生动物也成为方山“常客”，北川大

地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眼下，吕梁山生态保护和修复 2 万亩、

荒山荒地造林与低效林改造 1.68 万亩已经

挂网，并于 7 月 5 日开标，开标后随即进行

施工。”方山县委副书记、县长高鹏介绍，今

年全县上下着力干好三件实事，一是守护蓝

天碧水净土。严格落实河长制，确保国考省

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芋类以上。落实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化工业固废资源

化利用和生活固废集中化处理，积极创建国

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目前，各项工作

按照时间节点顺利推进。二是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实施吕梁山生态保护和修复 2 万亩、

荒山荒地造林与低效林改造 1.68 万亩、经

济林提质增效 3 万亩，巩固提升国土绿化质

量效益。经济林提质增效 3 万亩将于近期挂

网招标。三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重点

行业节能减污降碳，引导煤炭行业、高耗能

行业加快节能技术升级改造，推动能耗双控

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同时鼓励发展林下经

济、森林康养等业态，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

区等创建活动，让绿色低碳成为习惯、融入

日常。 肖继旺

初夏的运城，绿意满山黛。驱车沿着黄

河一号旅游公路一路畅游、移步换景：永济

市蒲州镇西厢村以北，在拓宽改造后的道路

两侧，红枫高大挺拔，紫薇、红叶石楠被“揽”

入怀中，立体式彩化错落有致美不胜收；行

至临猗县薛公滩一带，梯田式乔木林依山势

而起，昔日荒坡、荒沟披上绿装，接连成片的

植草格、地被中，一簇簇三七景天、萱草绿茵

如织；万荣县境内黄汾两河交汇处，曾经荒

凉枯寂的高台地变身满目皆绿的望河台，目

光所及，荣光幂河波光粼粼，水天一色的美

景令人流连忘返……

串联一路风景，承载一脉文化，造福一

方百姓。近年来，运城市按照“创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总体要求，

聚焦“五条绿色走廊”建设，规划建设总里程

1698 公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运城段），主

线长 492 公里，依次经过河津、万荣、临猗等

8 县（市）。这条文旅融合的高标准旅游路线

“牵”起万里河山，用绿色“链”起全市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势能。

厚植底色，延伸“绿道”

从永济市蒲州镇蒲州村往西，道路两

侧，金叶榆、红叶石楠明艳娇俏，白皮松、国

槐雍容华贵，从空中俯瞰，宛如两条黄绿相

间的丝带，地被花卉鼠尾草像一颗颗紫色钻

石镶嵌在丝带上，置身其中，颇有“车在路上

行，人在画中游”之感。

“这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济段）支线

蒲州至城西坝段。2021 年，为了提高道路绿

化的层次差异性，我们对该段道路绿化进行

提档升级。两侧绿化带宽 5 米、长 10 公里，

形成了包括高大乔木、小乔木、花灌木、彩叶

小灌木、地被植物等在内的多层次、高落差

绿化格局。”永济市林业局绿化股负责人樊

鹏军说，“在品种上，我们选择了抗旱、抗寒、

抗污水的节约型树种，宜成活、耐修剪，病虫

害少、便于管理。同时，所选树种不会产生其

它环境污染，也不会成为附近农作物传播病

虫害的中间媒介。”

道路绿化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反映城市形象与面貌的窗口。去年以来，

永济市林业局启动实施道路绿化工程，主要

内容是投资 3740 万元，对新拓宽改造后的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西厢—西敬段）等总长

112 公里的多个路段进行高标准绿化，共栽

植红枫、银杏、大叶女贞、紫叶矮樱、木槿等

乔灌花卉树木 20 多种、9.5 万余株；绿篱地

被植物 7.4 万余平方米，回填土方 17.6 万余

立方米。

从蒲州镇西厢村向北行进，是全长 30
公里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济段）支线西

厢至西敬段。

“之前这里都是 20 年左右树龄的速生

杨、毛白杨等，树形老化严重，特别是每年三

四月份，柳絮漫天飞舞，既呛鼻呛肺，又影响

视线。”樊鹏军说，“去年春季，我们投资

1400 余万元对该路段进行改造，在道路两

侧新建 2 米宽的绿化带，引进有‘秋火焰’之

称的美国红枫，栽种夏季变绿、秋季变红的

红叶石楠，致力于打造四季皆景的多层次彩

化景观。”

生态廊道的建设，优化了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永济段）的生态环境和道路景观效果，

提升了永济市通道的绿化档次，推动该市县

级道路绿化由单一绿化向彩化转变。

系统治理，抚平“伤疤”

驾车行至临猗县孙吉镇薛公村黄河滩，

只见东边百米高的黄土崖上，一株株三七景

天、萱草从植草格中探出头，模样喜人。

“这是在全市范围内率先使用的植草

格，就是先将网格‘锁’在土壤中，然后栽种

三七景天、萱草等。这些多年生宿根花卉喜

肥喜水、病虫害少、耐活、易于养护，而且色

彩艳丽、花形优美，可谓经济又实惠。”临猗

县林业局副局长晋迎明介绍说。

站 在 薛 公滩 最 高 处———“ 黄 河 生 态

缘”观景台，目之所及，浓郁的绿意向高处

纵情延伸，渐次覆盖纵横交错的山梁沟

壑，一座座荒山秃岭被装扮得青翠葱茏、

生机盎然。

沿山沿河绿化，是运城市国土绿化的

“基本盘”。据了解，从临猗县南樊村至薛公

滩全长 8.47 千米山体属于沙地，山体滑坡、

塌方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2021 年 2 月，临

猗县政府与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合

作，对该段道路开展山体修复综合治理。截

至目前，治理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主要栽植

金叶榆、白皮松、金枝槐、紫叶李等树种，一

改往日穷山秃岭面貌，实现生态、环境和社

会效益的最大化。

“在平台荒坡绿化上，我们因地制宜采

取带状整地和打造鱼鳞坑。在沙化地带堆积

护坡植生袋，防止水土流失，共堆积护坡植

生袋 4 万余个；设计内径 2 米、挡土墙 40 厘

米高、规格大于常规标准鱼鳞坑，共挖鱼鳞

坑 7700 个。”晋迎明说，“另外，为了提高苗

木成活率，我们还选择带土球大苗栽植，采

取多品种、多色彩配置，共栽植白皮松、金叶

榆、连翘等共 12300 株。”

造林绿化，三分靠栽，七分靠管。县林业

局多管齐下，对区域内原有植被和环境进行

重点保护和管护：对新造林地，具备灌溉条

件的，保证及时浇灌；没有灌溉条件的，则在

高处平台建蓄水池，边坡地带埋管浇灌。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立足耕地

农用、坡地林用，县林业局采取景观与实用、

农业与旅游相结合，在平台耕地种植彩色庄

稼，共种植高粱 2.5 万平方米、向日葵 1.4 万

平方米，成活率达到 95%以上。同时，种植金

针、菊花等宿根经济花卉 3.6 万平方米，打

造景观花海，实现生态景观与经济效益有机

结合。

登上观景台向西眺望，映入眼帘的是

“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千亩荷花池，“池鱼弄

影碧波盈”的千亩鱼塘。由此向东，只见层次

分明、色彩丰富的湿地景观通道两旁，大叶

女贞、金叶榆、月季、紫薇等绿化苗木，加之

粉黛乱子草、马鞭草、夏菊等彩色花卉做点

缀，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神往。

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临猗县

沿黄生态治理薛公村示范区建成后，将带动

该片区连翘产业、湿地莲藕产业、特色水产

养殖产业、黄河湿地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增

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

“五化”并举，向美而行

驱车行驶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

道路两侧的坡梁上、滩地里，万木生发、郁郁

葱葱，唐韵风情的小游园亭台楼阁，令人心

驰神往。

在黄汾两河交汇处的望河台，标识牌一

侧的坡面上，枝叶茂盛的紫穗槐一棵紧挨一

棵。“这个坡面采用的是打孔立体绿化，之所

以选择紫穗槐，是因为其根茎发达，能够有

效防止水土流失。”万荣县林业局工程技术

部部长谢会稳说。

从标识牌拾级而上，来到望河台，只见

国槐、山楂、石榴、十月红、南天竹等绿植有

序栽种，像绿宝石一样镶嵌在大地上。站在

望河台远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景象瞬间映入眼帘。在汾河入黄口的

西侧，金黄的百日草、紫色的紫叶李、浅绿色

的麦冬草、红色的红叶石楠，如一幅铺在地

面上的高清版彩色油画。

“观景台 2021 年建成，面积近 50 亩。我

们眼前的这片绿地属荣河镇庙前村，之前有

65 户村民居住。绿化中，我们就地取势，保

留原地的树种，增加了雪松、国槐、金叶榆、

植被花草等。”谢会稳说。

望河台是根祖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

化、生态文化交融之地。县林业局立足秋风

楼、后土祠、八路军抗日东渡口等历史文化

景点，对村庄周边荒山荒坡荒地、移民搬迁

腾退地科学选用树种草种，因地制宜、因势

造景，栽植耐寒、耐旱、易养护的 30 多类彩

叶树种、3000 多平方米草坪，建成观景平

台、休闲广场、康养基地，进一步拓展了景区

生态文化内涵。

“我们是从闻喜县专程来的，想看看咱

们的母亲河，没想到竟有如此绝妙的观景位

置，还能看到黄汾交汇的磅礴气势，真是不

虚此行！”夕阳西坠，晚霞当空，眼前美景尽

收眼底，三五成群的游客中，拖家带口的王

女士久久不愿离去。

无独有偶，位于荣河镇北辛村的舍利塔

公园，是观赏黄河的又一绝佳位置。

北辛舍利塔观景台位于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万荣段）的最高点，北可直目河津，黄

河龙门一览无余；西可俯瞰滔滔黄河汾河滩

涂，隔河陕西韩城尽收眼底；南与后土祠一

脉相连；东可眺望大美万荣两山一台，是黄

汾岸畔一颗耀眼的明珠。

近年来，万荣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因

势造景，建成 50 亩观景平台、30 亩游客服

务广场、400 米步行栈道、40 亩花海，完成通

道绿化 300 余公里，实施 3000 亩荒山荒沟

生态修复，让北辛舍利塔观景台成为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生态平台、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的休息平台、农旅融合的休闲平台、

巡河望麦观鸟看花的观景平台、防汛抗洪的

指挥平台。

随心所欲的慢行步道，“无所不能”的智

慧信息系统，供游客歇脚、饮水的驿站……

如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主体系

统、慢行系统、服务系统、信息系统和景观系

统相互交融，观景台、小憩园、停车场等附属

设施配套齐全，美化、绿化、财化、彩化、文化

“五化”效果集中呈现。

“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

串点成线、串珠成链，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运

城段）正以绿为媒，“链”出运城高质量转型

发展新篇章。

杨红义 杨琳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看“绿满运城”

方山县积翠镇刘家庄村，苍鹭在这里筑巢孵卵。

山水相依 人鸟和谐
———吕梁方山县多管齐下共建美好家园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

科学导报讯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6 月 25 日至 26 日，忻州市生态环境

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强带队赴五寨、岢岚、宁武三县，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和黄河北干流山西侧

生态环境联合监督执法反馈问题深入一线进行督导，市

执法队、五寨分局、岢岚分局、宁武分局参加督导。

在忻州市神达洁源环境科技集团五寨水净化有限公

司、岢岚水净化有限公司，督导组实地查看扩容项目进展

情况，详细了解扩容工程规模及处理量、污水处理工艺及

在线监测数据情况。

督导组指出，做好污水收集处理是深入打好碧水保

卫战的重要抓手，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扩容工程

按期投入运行。要全面提升生活污水治理能力，强化汛期

污染防控，优化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机制，强化日常监

管，保障扩容工程建成后正常高效运行。在五寨县万通实

业有限公司、岢岚县福耀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岢岚县万达

煤炭集运有限公司和宁武县亿达洗煤有限责任公司，督

导组深入实地查看企业封闭式储煤棚建设情况，详细了

解企业相关手续和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听取三

县涉煤企业整改情况汇报。督导组要求五寨、岢岚、宁武

三县要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要求，督促企业抓好封闭式煤棚建

设、车辆清洗、喷淋抑尘和初期雨水收集等关键环节，切

实提升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督导组强调，做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

题整改落实工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

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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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围

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和联合监督执法反

馈问题，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整改措施，严格整改标准，以

时刻放心不下的紧迫感和不折不扣抓整改的责任感全力

推进整改工作，推动各类问题彻底整改。期间，督导组还

先后到清涟河、二道河、岚漪河等黄河支流实地查看入河

排污口和河道整治情况。 李鑫磊

督导五寨岢岚宁武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

科学导报讯 为提升企业环境法律法规意识，降低违

法风险，近日，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入企送法”活动，

邀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专家韩峰进行授课，让企业详细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并督促落实各项要求，全力帮助解决

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环境问题。活动以培训的形式进行，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圣辉，全市生态环

境系统相关负责人及重点企业代表共 100 余人参加了培

训。

韩峰专家从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相关政策、赔偿管理

规定、赔偿机制和环境损害相关案例四个方面为给予了

细致的讲解，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这些内容不

仅丰富了参加人员的知识，也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提供

了宝贵的指导。参加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对生态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随后，叶圣辉就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启

动与鉴定评估工作有关事项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要求。他

要求各分局加强思想淬炼，充分认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感和责任意识，主动作为，攻坚克难，

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特别是分管局长和法制股长，要从讲

政治的高度将此项工作重视起来，认真落实各级文件规定

和会议精神，安排专人集中精力核查；要以迅速反应、严格

执法、精准鉴定评估等严格的工作要求，落实好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线索的启动和鉴定评估工作；要各企业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完善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员工

的环保培训，从源头上预防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发生。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入开展“入企送法”帮扶

活动，为企业提供优质精准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及时了

解、掌握当前环保法律法规和守法要点，进一步增强企业

环保法治意识，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南晓辉

“入企送法”助力绿色发展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垣曲分局

科学导报讯 为确保“听民意办实事”活动取得实效，

七一前夕，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垣曲分局相关工作人员，深

入垣曲县抽水蓄能二期施工现场，针对县人大代表提出

的“解决工地生活污水排放问题”的议案，进行了全面深

入的调研。

调研组深入工地生活区，详细了解污水排放量、处理

方式，仔细查看污水排放的路径、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

以及周边环境所受到的潜在影响。通过调研，充分掌握了

工地生活污水排放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问题。

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了项目施工负责人和解

峪乡政府负责人的意见。针对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

完善，施工单位生活污水外排将造成国考二类断面板涧

河污染的问题。调研组指出，葛州坝集团公司作为央企在

抽水蓄能项目建设中，要体现国企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既

要干好利国利民的项目工程，又要与民为利，造富一方百

姓。经协商，由乡政府提供土地，项目负责人向公司反映

情况，建设人工湿地，彻底解决施工单位和乡政府所在地

居民生活污水对板涧河的污染隐患。

下一步，垣曲分局将持续与施工单位和当地政府沟

通，督促人工湿地项目早日落地开工，改善当地群众生活

环境。 邵康

深入调研工地
生活污水排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