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关姻2025年1月15日 星期三

姻责编：麻亚琼

姻邮箱：kxdbstsx@163.com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宝贵资源。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

家战略。

大河奔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整整 5 年。在刚

刚过去的 2024 年，作为山西黄河岸线最长

的市，运城市自上而下一如既往，把保护黄

河流域生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护生态、促转型、传文脉，奏响了新时代“黄

河大合唱”的华彩乐章。

统筹协调，下好生态保护“一盘棋”

冬日里，运城盐湖迎来一批越冬野生大

天鹅，它们时而嬉戏，时而觅食，为盐湖带来

勃勃生机。近年来，以“生态优先、保护为主、

适度开发”为遵循，运城盐湖生态环境日益

改善。

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是保障国家

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格局的重要举措。过去的一年里，运城

市立足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谋划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坚持和运用系统

思维，深入把握污染治理的关联性和各项举

措的耦合性，开展黄河流经县综合治理，全

面取缔黄河、汾河干流沿岸 1 公里内污染企

业。“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加快实施，黄河

干流运城段水质稳定保持在域类及以上，地

表水国考断面水体优良比例由 2020 年的

54%提升到目前的 70%，高标准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蓝天常驻、绿水长流、黄土复净”

正加快成为现实。

总项目达到 1031 个、总投资 3689.9 亿

元，运城市自 2020 年起滚动实施的“十大

生态保护工程”和“十大高质量发展工程”

加快推进，迄今为止，已累计完成投资

1238.7 亿元。“绿满运城”行动纵深推进，林

木覆盖率、水土保持率分别达 31.5%和

75.4%。此外，运城市还与陕西省渭南市、河

南省三门峡市建立协作机制，共同加强区

域污染防治和综合治理，努力在黄河中游

筑起绿色生态屏障。

特别是在市发展改革委支持下，运城黄

河促进中心围绕“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环

境污染系统治理”等国家和省重点支持领

域，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共谋划申报重

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中央预算内投

资项目 4 个，其中涑水河下游伍姓湖综合治

理工程项目获得国家资金支持 6610 万元，

成为全省唯一争取到该专项资金支持的项

目；积极开展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

项 2025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工作，

目前已向省发展改革委上报项目 7 个，总投

资 19.55 亿元，拟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 7.53
亿元。

产业转型，点“绿”成金正当时

“三二一，点火！”2024 年 10 月 28 日，山

西科宇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套锂

电负极材料石墨匣钵项目成功点火运行，为

运城锂电池行业再添“新军”。据了解，该项

目一期投资 3.5 亿元，生产过程将全部采用

智能控制，多个工艺环节与生产设备为行业

原创。项目投产后，将与垣曲县另外两家企

业，构建起运城锂电池产业链的关键一环。

“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顺之者

昌。”黄河，“保护”在先，但最终仍要落在“发

展”上。一年来，运城市积极推进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区

域产业布局进一步调整优化。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传统产业是主力

军。运城市加大力度从产品结构、生产装备、

排放改造等多方面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万荣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区分别建设了中成药消费品特色园

区，同时被省商务厅、省工信厅联合认定为

省级消费品特色园区。2024 年上半年，运城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

增加值的 21.7%。目前，全市“两化”融合贯

标企业达 152 家，排名全省第二；国家级和

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分别达 8 家、48
家，均排名全省第一。2024 年前三季度，全市

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4.2%。2024 年 1 月

至 10 月，全市医药制造业完成投资 8.1 亿

元，同比增长 13.8%。碳基、铜基、精品钢、铝

镁精深加工等多条全产业链条不断壮大，全

市新材料规上企业达 102 家，其中省级链主

企业 5 家，产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航空

航天、军工等高端领域。

同时，运城市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大

力发展观光农业、采摘园、农家乐等乡村旅

游产业，推动农业从初级产品向生态产品转

型。运城市还注重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的发

展，构建农田到餐桌农产品展销新模式，有

效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生产方式向绿而生，生态保护逐绿而

行。在创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的进程中，运城市强力推进“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程，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运城行动，严控“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健全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机

制，“一指标一策”整治大气环境突出问题，

2024 年前三季度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4.4%，排名全省第三。

多维发力，共绘黄河文化盛景

2024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黄河流域

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运城市举行。来自沿黄

九省区广电视听领域的领导、专家、企业代

表 200 余人，齐聚黄河之滨、关公故里，以

“视听千里目 黄河入海流”为主题，主动对

接、融入、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围绕主题宣传、精品创

作、科技赋能等广电视听重点领域，碰撞思

想、激荡智慧、洞见未来，共同唱响了一曲新

时代广电视听领域的“黄河大合唱”。

过去的一年里，运城市坚持以文引流、

以旅聚势、以商增值，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

成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

立足文物保护利用，以创建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为契机，供足经费支持文物保

护，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同时，加

强国宝级文物活化利用，完成永乐宫壁画等

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运城博物馆晋级国家一

级博物馆，启动西阴考古博物馆等项目建

设，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焕生机。推出关公

文化、池盐文化、永乐宫文化等十二大系列

100 余类文创产品，打造了《梦境·西厢记》

《宋韵·南风歌》等实景演艺，深受游客好评。

立足构建龙头景区矩阵，重点推进关公

故里、五老峰等 10 个 5A 级景区和运城盐

湖、芮城风陵渡、夏县泗交等 5 个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创建。目前，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

已通过国家 5A 级景区景观质量评审验收。河

东历史文化展示中心、河东成语典故园等陆

续开放迎客，文旅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速。

立足促进文旅融合跃升，建成国家和省

级重点旅游村 13 个，推出 3 条乡村游线路，

让游客体验乡村魅力；推出 5 条“探寻古文

化奥秘”线路，擦亮研学游品牌；依托黄河、

汾河、涑水河、中条山“三水一山”旅游公路，

打造一县一营地，举办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

驾游等活动，变旅游公路为“公路旅游”；打

造汽车摩托车越野挑战赛、环盐湖马拉松等

赛事品牌，以赛为缘、相聚河东。

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跟着《黑神话：悟

空》赏一赏独具匠心的古建之美，看一看巧

夺天工的非遗展秀，听一听韵味悠长的蒲州

梆子，尝一尝心心念念的河东美食……过去

一年里，运城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和门票

收入分别增长 34%、51%。

万里黄河，天高地阔；大河奔腾，运城向

前。落实黄河战略、抓好黄河治理，是运城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砥砺“时时放心不下”

的使命感，积极创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富裕、文明、幸福的好运之

城一定会早日建成。 杨红义 杨琳

“龙头”昂扬 追新逐绿
———运城市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综述

科学导报讯 1 月 7 日，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党

组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

命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

论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

活会和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为

开好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

届九次全体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共大同市

委十六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亚敬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及关

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进大同生态文明建设

和污染防治，把学习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新征程、新时代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升、建功美丽大同建设的具体

举措和实际行动。

会议强调，2025 年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将全面贯彻

落实市委十六届八次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

牢把握大同市 2025 年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深入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大同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和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深化生态环境保护服务支持高

质量发展政策措施，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

擦亮“大同蓝、大同清、大同绿”三张生态名片，认真贯彻

落实好“十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任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为大同市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

贡献环保力量。 邵康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

河水潺潺，草木葳蕤。从织密河湖管护

责任网到对河流沉疴顽疾动真碰硬，从欢腾

山涧的无名溪流到风光旖旎的浊漳河畔，从细

致规划生态蓝图到精心打造百里画廊……

2024 年以来，长治襄垣县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扛起河湖管理

保护政治责任，以河湖长制为牵引，统筹推

进水安全保障、水生态修复、水污染防治、水

文化挖掘、水经济建设，全县河湖水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规划流域统筹

下好河湖管理“一盘棋”
兴水利，守安澜。2024 年，襄垣县巡河工

作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势。据统计，全年巡

河工作累计达 1.19 万次，其中各级河长以身

作则，深入一线开展巡河 4438 次，巡河员们

也恪尽职守，累计开展日常巡河 7453 次。这

一项项数据，是襄垣县高度重视河湖长制工

作、全面落实河湖管理机制的生动体现。

以“河湖长制”促“河湖长治”。襄垣县河

长办对河湖划线定界，明确县、镇、村三级河

湖长。襄垣县委书记、县长“挂帅”总河长，一

把手督战，一竿子插到底；河湖长分级分段

设立，层层压实责任，既管水又管岸。各级河

湖长科学落实巡查制度，查问题、找不足、解

难题，织密织牢了河湖管护责任网，夯实了

河湖管理基础。

通过“共管共治”凝聚强大“治水力量”。

襄垣县举各部门之力，积极构建“河湖长+”

多元化参与机制，印发《巡河指南》，出台河

长会议、巡查执法、工作考核等制度……这

些河湖管理机制上下贯通、环环相扣，打破

部门壁垒，形成了党政主导、水利牵头、流域

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共治的河湖管理保护

崭新格局。

出方案、定目标、建制度，在立足流域整

体性、系统性基础上，襄垣县谋划推进，协调

上下游、左右岸，使全县达到或优于芋类水

质断面比例为 100%，没有劣吁类水体，推动

流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聚焦动能汇聚

做好融合发展“两个结合”
“一盘棋”，需要协同配合，以全局之力

谋划一域，也需要融合共进，以一域之力服

务全局。自河湖长制推行以来，襄垣县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将河湖生态环境治理作为乡

村振兴的有效载体，以治脏、治乱、治污为重

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推动

强村富民。“美丽河湖”释放出“绿色红利”，

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西营镇丰曲村是浊漳河北源沿岸的一

个村子。按照“系统治理，生态优先，依水而

兴”的建设思路，在县镇有关部门支持下，丰

曲村进行河道疏浚、修建护堤、岸坡整治，在

提高河道抗旱蓄水能力和河水质量的同时，

以水为媒，立足资源优势，围绕浊漳河推进

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打造集露营、民宿、垂

钓、观光、餐饮于一体的浊漳河流域乡村旅

游新业态。与此同时，丰曲村深入开展生活

垃圾处理、旱厕改造、村庄绿化等工程，着力

打造阡陌贯通、屋舍俨然、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美丽乡村。

“现在，河道变宽了，花草树木也多了。

每天出来散散步，那感觉真是‘家居绿水青

山畔，人在春风和气中’。”生活了一辈子、已

是耄耋之年的曹玉江老人看着眼前的好山

好水好风景，高兴地讲述着村里的变化。

在襄垣，母亲河变身“幸福河”的例子不

止这一个。得益于河湖长制的全面推行，善

福镇堡底村将“河道治理与环境整治”两者

有机结合，通过软硬件设施提升，周边环境

大为改观，并依托浊漳河沿村而过的资源优

势，打造了百亩桃园，大力发展“采摘观光+
文旅结合”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2024 年，堡

底村村集体经济收入 32 万元，带动 160 多

位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以河湖长制为笔，勾勒水、景、产之变，

绘就幸福河湖，流淌的幸福可感、可见。

推动项目实施

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河湖”
冬日晴好，位于仙堂山脚下的三漳湿地

公园内，不时有黑鹳、白鹭等从水面飞过。如

今，这里已成了鸟类的天堂。良禽择水而居，

鸟儿是最挑剔的生灵，也是最严格的水质检

验员。大批水鸟是襄垣县水域环境持续向好

的最佳见证。

在襄垣，祖祖辈辈的人们依偎于浊漳之

滨辛勤劳作、不懈奋斗。近年来，为了让浊漳

河水量更丰、环境更美，县委、县政府坚持治

标与治本兼顾、近期与远期结合，聚焦实施

“八百里浊漳·美丽的画廊”母亲河生态修复

治理工程，紧扣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方面，谋划实施了浊漳南源水环

境提升综合整治、幸福水美乡村建设、浊漳

西源襄垣段防洪能力提升等 12 个重大生态

项目，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

进水环境治理。

盛世治水，水治则天下宁；长河安澜，河

安则百姓安。从污水治理设施的精心搭建，

到生态岸堤的匠心营造，从河道清淤的大力

推进，到湿地修复的科学布局，每一步都是

对河湖生态的深度滋养，是为子孙后代筑牢

生态根基的坚实举措。这些工程犹如璀璨星

辰，照亮了河湖生态改善的漫漫征途，为水

清河晏的美好愿景注入强大动力。

一条条碧道绵延交错，串起秀美山川，

一滴滴清泉潺潺流淌，滋润百姓心田。如今，

浊漳河两岸人水和谐、亲水而居的美好蓝图

逐渐成为现实图景。下一步，襄垣将一以贯

之推行河湖长制，精准补齐工作短板，推进

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绘就

河流碧波荡漾，河道畅通无阻，河岸游人如

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秀美画卷。 邵康

长治襄垣：全力打造河湖安澜新画卷

科学导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省安排部署，进一步整

顿和规范吕梁市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加强油品质量监

管，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近日，吕梁市召开劣质油

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会。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张小

武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闫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蔡玉洁对全市专项整

治行动作了总体安排，市商务局、市交通局、市应急局、

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通报了具体推进举措。

闫林强调，一要坚持政治引领，主动加压奋进，确保

专项行动有序开展。吕梁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站

位，统一思想，增强抓好专项整治的责任感紧迫感，按照

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行动，以更加

坚决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严实的作风，全力打

好专项整治“攻坚战”，真正解决这项涉及群众身边切身

利益的问题。二要突出工作重点、强化闭环整治，全面提

升专项行动成效。要在排查梳理、精准施策、闭环整治上

再加力，紧扣六大行动专项整治目标，全面梳理问题线

索，建立问题整治清单台账，严格按照交办、整改、销号

闭环管理机制，逐项整改销号，确保整改彻底、不反弹。

三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确保专项行动得到

有力保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上下贯通、部门协同，形成

工作合力；要态度坚决、行动迅速，确保整治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要强化民生保障，加强协同联动，深化整治成

果，全力保障这次专项行动有序、高效开展。 郝苗锋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

全力打好劣质油专项整治攻坚战

科学导报讯 1 月 8 日下午，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党

组成员、二级调研员侯小将主持召开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2025 年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管理会议，总结 2024 年项

目谋划储备、资金管理取得成绩，梳理查摆工作中存在

问题，安排部署 2025 年工作。

会上，传达了省市领导关于项目谋划储备的指示要

求，听取了全系统项目谋划、2024 年度全市生态环境专

项项目入库资金使用情况，解读申报国家“两重”“两新”

项目要求以及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指南，安排部署了

2025 年项目资金管理、项目谋划暨排污许可提质增效

等工作。

会议指出，项目重在谋划，贵在落地。过去的 2024
年，太原市在生态环境领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管

理使用上，虽然取得一定成绩，有效推动了全市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但是，也存在着谋划

不充分、实施不精准、企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

会议强调，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

当前，太原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环境质量改善负重前

行，我们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按照

“预先谋划一批、主动储备一批、力争入库一批、有序实

施一批”原则，坚定信心，毫不动摇，积极主动推进重大

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管理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提高项目质量。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活动，科

学谋划具有明确针对性、高度科学性及较强可操作性的

项目方案；要强化资金保障。积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最

大程度争取中央、省财政资金支持；要加强协同合作。要

树立全局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建立健全协同推进机

制，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保障合适合规项目入库，

共同推动项目顺利实施；要严格项目管理。建立健全覆

盖项目全周期的管理制度，严格审核把关项目前期谋

划、入库申报、实施建设、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确保项

目建设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 王家隆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

召开 2025 年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管理会议

一线传真K yixian chuanz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