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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科学导报讯 大气环境监测卫星与陆地生态系

统碳监测卫星近日正式投入使用。

大气环境监测卫星是世界首颗采用激光主动探

测手段的高精度大气环境遥感卫星，利用主动激光、

高光谱、多光谱等多种手段综合观测，可对大气细颗

粒物、污染气体、温室气体等环境要素开展大范围、

连续、动态、全天时的综合监测。该卫星首批发布的

应用成果包括首个高精度全球全天时二氧化碳柱浓

度分布图、首个全球二氧化氮柱浓度遥感图、全球臭

氧柱浓度遥感图等 20 余项产品。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又称“句芒号”，是世

界首颗森林碳汇主被动联合观测的遥感卫星，通过

多角度、多光谱、偏振等综合遥感手段，探测植被生

物量和植被生产力，同时满足地理测绘、灾害评估、

农情遥感等需求。该卫星首批发布的应用成果包括

海南岛叶绿素荧光空间连续产品等 20 余项产品。

两星在轨测试期间，在多领域展示出良好的应

用效果，投入使用后将对大气环境与陆地生态系统

开展监测，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

要数据支撑。 喻思南 王豪

大气环境监测卫星与陆地
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投入使用

水神堂泉域：

塞北小江南 灵秀冠三晋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凭栏眺望，壶泉尽收眼底。形胜极佳，

令人心旷神怡。

漫步水神堂中，山水得兼，仁智皆宜，

耳旁泉水潺潺，壶泉犹如宝石镶嵌在壶流

河谷。四下树木葱茏，古塔铃声悠悠。在壶

山岛上静静地注视着这座小城，在岁月流

逝的滴响中历久弥新。

山奇水奇 自然神书

广灵水神堂，人称“塞外小天堂”。明德

正本《大同府志》记载，壶山，在广灵县城东

南一里。平地一山，山下乱泉涌出。其水与

壶流河水合流如壶，故名。上建沣水神祠。

这里的风景区融林、山、水、寺为一体，由壶

山古建筑群、中国名泉水神堂壶泉、泉湖、

林地、绿地组成。

7 月 11 日，记者跟随广灵县水务局的

工作人员来到水神堂，在采访中了解到，水

神堂泉是由壶山四周万斛珠玑的群泉随地

而涌成湖，水质为天然矿泉水，流量为每秒

0.55 立方米，当地人称“神泉”。由于这里的

泉水常年恒温，始终保持在 3~7 摄氏度不

变，所以，下雪天湖面也不会结冰。而与之

相邻的丰水湖（人工湖），冬天湖面上就会

结冰。

遍布壶山岛四周的山石摩崖石刻和古

钟记载着历史沧桑演变。由壶山岛向周围

远眺，百步湖、丰水湖、下河湾等自然景观

尽收眼底，与 3 万亩湿地相连，遥相呼应，

犹如画卷。这里，作为广灵县的一方胜境，

历经磨难，损则修之，毁则建之，最后仍以

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园林建筑

群展现在世人面前，颇具江南水乡风光特

色，成为干旱北方的一道奇景。这里夏秋碧

光潋滟，春冬雾气空濛，凡是来此处之人，

都感叹“宛登仙境，似入蓬莱。”

近年来，广灵县持续推进水神堂泉域

生态环境改善，切实加强水源保护、水质监

测、生态修复等工作，着力让水神堂泉域水

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广灵

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到，广灵县系统

推进全县水污染防治、水资源管理和水生

态保护，壶流河水神堂泉水质达地表水域
类标准，全县其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

率 100%，广灵县水务局荣获省级推行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采取措施 水源置换

炎炎夏日，水神堂周围热闹非凡，傍晚

时分，游玩散步的人们逐渐增多。据广灵县

水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即便遇到干旱年份，

水神堂依然碧波荡漾，冬天也是雾气缭绕。

然而，就是这一处神话般的美景，于 2014
年 7 月经历了一次枯竭，几天内水神堂景

区湖水干涸见底。县水务局当即组织专家

勘察、分析断流原因。

期间，大同市水利专家建议进一步采

用物探法等技术手段，对地质构造进行分

析研究，以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县委召开会

议表示，要严控县域打井数量，逐步关停没

有合法手续的机井，暂停全县所有新增机

井项目。经过一系列努力，同年 9 月 6 日，

水神堂部分泉眼开始复流出水。之后，水量

逐步加大。

水神堂泉域是广灵县水生态体系的重

中之重，该县通过实地调研水神堂泉域水

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域岸线管理等情

况，不断加强水神堂泉域水资源保护，加大

河道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广泛调动群

众参与治理、爱护环境的积极性，齐抓共

管、形成合力，取得明显成效。

同时，围绕全域旅游项目实施方案，该

县组织专家对水神堂康养文旅及生态修复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不断完善，充分依托当

地文化资源，高标准布局产业发展，以互补

化、差异化精准对接新老城区，努力实现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宜居宜学宜业，县强民富域美。2 月 1
日，中共广灵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县委书

记董雄伟在会上表示，广灵县成功争取水

神堂—城头会泉水源置换工程开工建设，

制约该县多年的水资源问题即将得到历史

性解决。

水神堂泉是广灵县工农业生产和城市

生活的重要水源，加强水神堂泉的管理与

保护，确保水神堂泉的可持续利用，成为

市、县政府及水利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为提高泉域水资源利用率，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广灵县对保护水神堂泉予

以高度重视。2007 年，广灵县政府专题研究

水神堂泉的管理与保护，在理顺管理体制、

水资源费征收、节约用水等方面作出重要

决定。2013 年大同市《水神堂泉域保护及泉

口治理方案》进一步明确水神堂泉域的保

护目标和保护措施。

全力保护 再创新高

党的二十大以来，广灵县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牢守住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实施“水神堂泉域

保护”等生态保护工程，推动全县生态文明

建设再上新台阶。

水神堂泉域保护工程通过在千福山等

地建设雨水拦蓄入渗塘坝及有关配套设

施，增加水神堂泉域地下水补偿，进一步改

善水神堂泉口出流条件，减少面源污染，具

有较好的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

北魏帝都，辽金京华，明清重镇，塞上

古城———山西大同市，地处黄土高原、内蒙

古高原与华北山地的过渡地带，位于海河

流域永定河与大清河水系上游，是南洋河、

唐河、壶流河等跨省河流的发源地，是太行

山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筑牢环京津冀生态安全屏

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肩负“一泓清水进

北京”的重要使命。

大同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市级水网先导

区之一，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

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家

水网建设目标，高位起步、强势开局，加强

组织领导、细化任务措施，统筹谋划，迈开

水网建设铿锵步伐。

早在 2022 年 7 月，大同市委、市政府

就印发了《关于实施治水兴水战略全方面

推进大同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确定了

“三横四纵，五库连通”的水利发展总布局。

近年来，聚焦“做好水的大文章”，大同市相

继实施了天阳盆地地下水置换、册田水库

引水更新改造工程；建设了守口堡水库、王

千庄水库、堡子湾水库等一批小型水库；推

进了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水神堂、城头会

泉域保护及水源置换等一批骨干水网工

程。同时，持续推进桑干河、御河、十里河等

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持续开展永定

河生态补水工作……大同市水利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骨干水网不断健全，为谋划更深

层次的治水兴水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水神堂泉如塞上明珠璀璨无比，“塞外

江南”的水神堂泉必将延续“泉为山寺柳为

泉，孤塔如簪插寺巅”的绝佳美景。

科学导报讯 7 月 29 日，生态环

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

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和地表水环境

质量总体持续改善，受污染耕地和重

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6 项主要污染

物指标“四降一升一平”，其中，PM2.5
平均浓度为 3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2.9%，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平

均浓度同比均下降；臭氧平均浓度为

14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0.7%；一

氧化碳平均浓度为 1.1 毫克/立方米，

同比持平。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同比上升

1.4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为 1.5%，同比下降 1.1个百分点。

从重点区域来看，汾渭平原 13
个 城 市 PM2.5 平 均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8.3%，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比例同比下降 4.0 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36”城市、长三角地区 31 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同比分别上升 2.1%和 8.3%；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

分别下降 1.3 和 1.9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比例同比分别下降 2.8 和 0.6 个百分点。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上半年 3641 个国家地

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玉~芋类）断面比例为

88.8%，同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劣吁类断面比例为

0.8%，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

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其中，长江、黄河等主要江河水质优良（玉~芋
类）断面比例为 90.3%，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劣吁
类断面比例为 0.5%，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主要污

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五日生化需氧

量。监测的 210 个重点湖（库）中，水质优良（玉~芋类）

湖库个数占比 79.5%，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劣吁类

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4.3%，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主

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

另悉，“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增完成 6.7 万个行

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45%
以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完成“十四五”规划任务的

80%以上，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5%左右，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超过 90%，农村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寇江泽 张舒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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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北场村煤化工循

环经济园区看到，我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链“链主”企业———山西金宇科林科技有限

公司的煤矸石高岭土新材料智能化生产线项

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着大型设备的运

输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入。世界最大的单条年

产 60 万吨煤系高岭土无机非金属新材料智

能化生产线将全面建成投产。

山西金宇科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超细煅

烧高岭土领域 10 多年，从国内首家利用煤矸

石生产高岭土新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成为年产 50 万吨超细高岭土的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研

发费用投入和科学技术应用，随着新材料智

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的投产运行，年生产煅

烧高岭土能力将突破 110 万吨，销售收入可

达 20 亿元，将成为全国煅烧高岭土行业的最

大生产基地。

当前，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正在成为

我省经济发展的新兴动能之一。省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中，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6%。

在盂县西烟镇山西鑫磊循环经济产业园

里，山西欧贝姆大理石纳米新型材料综合利

用项目生产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优质精品彩

砂生产线、超细粉体加工生产线、干混搅拌加

工生产线等一期工程建设已全部完工，生产

设备正常运行。大理石边角料、脱硫石膏、粉

煤灰等一些固体废物，通过一系列专业的技

术手段和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成为新

型绿色建材。

据了解，盂县每年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煤

矸石、冶炼废渣、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固体废

弃物近 500 万吨。如今，这些曾无人问津的

“废渣渣”，已成为工业市场上的“香饽饽”。目

前，盂县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矸石、粉煤灰、废

金属、废催化剂等废弃资源循环综合利用的

产业矩阵，实现了固废资源节约、集约、高效

利用，让固废变原料，原料变产品。2023 年，

盂县固废综合利用企业实现产值 27.89 亿

元，年利用固废总量达 490 万吨，基本实现

“点废成金”。

作为工信部确定的首批全国 12 个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区域工业绿色转型

发展试点城市之一，朔州市把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作为转型的重要抓手，走出了一条“资

源—产品—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新产

品”的绿色发展新路径。示范基地实现了从小

到大、从分散到集群的跨越式发展，逐渐形成

了连片集中、园区化、规模化、集约化、多元化

的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雏形。固废综合利用水

平、产业规模、技术创新研发等方面在全国形

成较大的影响力，创造出在全国具有可推广

可复制的基地建设新模式。目前，朔州市共有

固废综合利用企业近百家，初步形成了以煤

矸石发电、煤矸石制材、粉煤灰综合利用和脱

硫石膏综合利用等四大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集

群。

在山西晋坤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煤矸

石变成了工业资源———

涂料、橡胶帽、纺织染料、电缆绝缘外皮

以及化妆品，在该公司的煤矸石高值利用山

西省重点实验室里，记者看到，这些产品都有

煤矸石的身影。据了解，该公司通过“黑色煤

矸、绿色加工、循环发展”的自主创新研发和

产品升级模式，年消纳煤矸石 10 万吨，将煤

矸石磨矿、制浆、分级，进入煅烧回转窑进行

高温加热，使煤矸石晶体受热产生物理变化，

结构重新排列，从而研发生产出催化剂、颜料、

填料等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塑料、橡胶、

航天、电线电缆、涂料、油墨、食品添加剂、化妆

品、杀虫剂等领域中的填充剂和延展剂，最终

实现煤矸石“变废为宝”。

（下转 C2 版）

“无废”引领绿色低碳转型
———我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发展观察

科学导报讯 近日，山西沁河流域上游支流乔龙

沟河及沁河发生水污染事件完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磋商，数额共 1738.76 万元。

2023 年 8 月 26 日，山西锦能能源有限公司私自

使用水泵、消防水管等工具，将生化污水处理站调节

池内液体连续抽出排入外环境导致沁河流域上游支

流乔龙沟河及沁河发生水污染事件。

省政府指定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水利厅、省农

业农村厅配合开展沁河流域上游支流乔龙沟河水污

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省生态环境厅

与山西锦能能源有限公司共同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

规划院开展本次事件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针

对地表水、沉积物、农田土壤、地下水和水生生物开

展了损害确认、因果关系分析和损害量化。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与山西

锦能能源有限公司先后两次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

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磋商会议邀请了

省检察院、省财政厅、相关市县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

门和鉴定评估机构参加。 邵康

沁河流域上游支流乔龙沟河水污染
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