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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2 月 18 日，阳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召

开 2024 年度民主生活会，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王

学东到会督促指导，局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陈步

瑜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阳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班子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

活会整改落实情况和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陈

步瑜代表阳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作对照检查，班子成员

围绕主题逐一对照检查，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王学东指出，本次民主生活会准备工作有力有序、

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认真、整改措施务实管用，达到了

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改进作风、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

并对下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强化理论

武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认真履行职责，主

动担当作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坚持谋实举

措、谋深政策、谋细项目，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力争高质

量全面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三是抓好问题整改，改

进工作作风。要扎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坚持立行立改、

即知即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务实有

效的问题整改提升民主生活会实际效果。四是健全长效

机制，促进工作落实。要立足眼前，着眼长远，从思想源

头上、工作制度上形成长效机制，形成刚性约束，用好的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人人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陈步瑜强调，局党组要把抓好整改落实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关键抓手，对查找出来的问题进行再梳理再聚

焦，列出问题清单，坚持问题导向，制定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时限，做到标本兼治，切实改出新成效、新气象，持

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邵康

阳泉市生态环境局

持续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024 年，晋城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紧盯“十大任务”、用好“十项机制”，

集中精力打好“六场硬仗”，高标准推进“四个

试点”，有效提升“两项能力”，交出了生态环

保靓丽答卷，推动了全市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六场硬仗”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会用翅膀来“投票”。

2 月 10 日，央视新闻客户端，56 秒的新

闻画面全面展现了丹河湿地公园内，一幅

“半江春水半江冰”的绝美画卷。这片冰封了

近 4 个月的水面，在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焕发

了生机与活力，成群的候鸟在冰水交融的水

面上翩翩起舞。一侧是波光粼粼、碧波荡漾

的春水，另一侧则是晶莹剔透、银装素裹的

寒冰，两者相互交织，再加上鸟儿灵动的身

影，形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自然画卷。

2024 年，晋城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全力打好“六场硬仗”，全面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

———聚焦工业结构，市区周边污染企业关

停退出工作加快推进，114 台传统煤化工行业

间歇式固定床气化炉全面淘汰；散煤清零累

计完成改造 2.07 万户，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市

区及周边近一半商混车完成新能源替代。

———聚焦扬尘精细化治理，市区工地实

施分类分区分时管控，24 小时不间断巡查；

常态化实施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

———聚焦臭氧精准化治理，对 277 家涉

VOCs 和氮氧化物企业实施差异化管控；不

间断对市区周边 140 余家涉 VOCs 企业开

展走航监测。

———聚焦地表水质巩固提升，持续开展入

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排查溯源排污口 211个。

———聚焦群众饮水安全保障，全面完成省

里下达晋城市的 88 个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

设，对排查发现的 63个问题进行彻底整治。

———聚焦土壤环境安全保障，持续开展

受污染耕地污染成因排查和安全利用，安全

利用率稳定达标。

时光不负奋斗者，岁月眷顾追梦人。

2024 年，晋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优

良天数创历史新高，达到 259 天，同比增加 8
天；PM2.5 浓度控制在 35 微克/立方米，连续

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重污染天数同比减

少 6 天，首次实现全年无重污染天气；全市 9
个国、省考断面全部为优良水体，连续 5 年

全省排名第一；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100%达标；全市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高质量发展

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

“四大试点”筑牢绿色发展基石
“截至 2024 年 6 月，晋城市纳入试点的

198 处农村黑臭水体已全部消除黑臭，累计

消除黑臭水体面积 82.12 万平方米，实现了

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2024 年 7 月 21
日，山西省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

行动晋城汇报会召开，晋城市生态环境局土

壤生态环境科科长崔超向与会专家介绍说，

晋城实现水体主要污染源 100%全控制、隐性

污染源 100%全清理、村域水体 100%全清洁。

乡村旅游发展为泽州县山耳东村带来

了繁荣，也放大了生态短板。由于缺乏有效

的处理设施，大量的生活污水直排山耳东

湖，影响了湖水水质，产生了富营养化现象

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晋城市生态环境

局泽州分局立足当地村民生活需要和乡村

旅游需求，帮助该村在完成厕所改造、污水

管网和雨水管网改造的基础上，投资 120.48
万元建设规模为 150 吨/天的污水处理站，持

续净化农村人居环境。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张亮峰介绍，处理后的尾水，可以汇

入耳东湖用于生态补水，不仅解决了村内污

水横流的问题，更进一步提升了耳东湖的水

生态环境，为山耳东村的旅游开发和现代农

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去年以来，我们推出的‘湖畔·桃花坞’

露营地旅游项目成为青年人的网红打卡地，

需提前四五天预订，‘一帐难求’。”山耳东村

党支部书记赵帅说，去年“五一”假期，全村

接待游客超 8000 人，新增集体收入 30 万

元，成为晋城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金名片”。

2024 年，晋城市深入推进“四大试点”工

程，筑牢了绿色发展基石。

———高质量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

点工程，推动全市 198 条黑臭水体全部治

理，消除黑臭水体面积 82.12 万平方米，相关

经验做法赢得了生态环境部的点赞与肯定。

———稳步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

点项目，阳城二污、沁水二污、金匠污水处理

工程和背阴湿地、申匠河湿地建设完成，工

程全部建成后，可新增污水处理规模 4.5 万

立方米/天、湿地面积 11 万平方米、再生水量

3.6 万立方米/天。

———全力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

设，完成了重点区划定、“双源”调查等建设任
务，整合评估全市现有 145 口地下水监测井，

初步构建晋城市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和信息平
台，形成了全市地下水监测井区域统筹+分类

分级+多部门联动+信息化管理模式。

———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启动 8
家煤炭企业矸石井下智能分选和返井填充
示范工程；推进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新增煤基固废利用能力 300 万吨；推

动 50 家企事业单位建设“无废细胞”，形成

多场景固体废物管理模式。

“我们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根据村庄区位、经济状况、治理基础、现有生

态和文化资源状况等，因地制宜实施“四大

工程”，形成了 4 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精品

路线：太行一号线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线、太

行一号线乡村振兴示范线、古村落文化传承

线、城乡融合发展线。”崔超表示，通过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也持续放大晋城文旅资源优势，从绿水青山

中挖掘出更多金山银山。

“两项能力”全面提高执法效能
近日，在沁水县某地上空，一双“天眼”

正在对工矿企业开展排查，工作人员熟练地

操控无人机在空中来回盘旋，让偷排偷放、

乱堆乱放的行为无处藏匿、无所遁形，提升

了执法质效。

“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日常执法监管，很

容易出现检查死角。”晋城市生态环境局沁
水分局执法人员说，他们将无人机航拍与

“四不两直”方式相结合，充分利用无人机机

动灵活、巡查视野广、时效性能强等特点，根

据巡查实时传回的图像和数据，对涉嫌环境

违法行为跟进调查、督促整改，有效提升生

态环境领域智能化问题排查能力和精准化

监管服务水平。

同时，该局还配备有黑烟车智能抓拍设

备、油烟在线监控设施、车辆尾气遥感监测

车、大气六参数走航监测车、断面水质自动

监测设施、沁河流域河道视频监控等各类智

能化设施，可以对空气及水环境质量实时监

测、快速“体检”。而这也是全市生态环境部

门提升执法效能的一个缩影。

生态环境治理，不但要治，更要监管。

2024 年，晋城市创新执法方式，全面强化“两

项能力”建设，对违法企业“利剑高悬”，对守

法企业“无事不扰”，有效提高了执法效能。

———提升规范执法能力，以开展“利剑

斩污”等专项行动为抓手，坚持“技防”“人

防”结合，持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累计立案

查处环境违法问题 303 件。

———提升服务发展能力，依法实施首

违、轻微不罚，对 5 类 14 项轻微违法行为不

予处罚，对 4 类 11 项违法行为实施首违不

罚，采取非现场执法方式，实施精准驻企帮

扶，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特别是面对严峻的大气“秋冬防”形势，

在晋城市委、市政府“五位一体”督查督导高

位推动下，各级各相关部门同频共振、合力

攻坚。聚焦社会面源、工业源、移动源及管控

机制 4 大类 19 方面 3299 项具体任务，围绕

“散乱污”（堆场）整治、秸秆禁烧、扬尘治理、

餐饮油烟治理等重点，完善问题、任务、责任

“三清单”，用好常态化调度、立体化督导、精

准化预警工作机制，靶向发力，综合施策，让

天蓝地净空气清新惠及更多百姓。

卢科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美丽晋城更加宜居
———晋城市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一线传真K yixian chuanzhen

种草养畜 美了生态富了民

草业发展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

样性、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是

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朔

州市地处我国草食畜黄金生产带、“镰刀湾”玉

米主产区，“特”在农牧交错，“优”在草食畜。

近年来，朔州市抓住全国草牧业和粮改饲

双试点市、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核心

地市、省雁门关农牧交错带核心区的机遇，推动

草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立

草为业”“种养结合，农牧循环”“产业化发展”的

朔州经验和方案。

建立现代牧草产业体系
近十年平均降水量 428 毫米的良好条件，

饲草料干物质积累好、容重高、质量优，朔州市

具有草食畜黄金带的区位优势。

建基地、举龙头、创联盟、建平台、兴品牌，

朔州市不断创新、突破，打造优质牧草基地，着

力提升全株青贮玉米、苜蓿、燕麦草三大草生产

能力，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牧草种植、收储、加

工、销售的饲草产业体系，形成一批供应稳定、

品质优越、产品多样的饲草品牌。裹包苜蓿、裹

包玉米、高湿玉米、燕麦干草捆、揉丝秸秆、全日

粮等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类草产品不断被开发。

多年来，朔州市用足用活用好中央粮改饲、

草牧业和奶牛苜蓿行动计划项目，分步分区施

策，稳健发展草产业。“分区”，即鼓励引导牛羊

养殖基础好、立地条件和土壤水肥条件好的平

川四县区发展全株青贮玉米和苜蓿种植，在西

部山坡区发展燕麦草种植。“分步”，采取了先试

点示范再全面推广的发展路径。朔州市草牧业

中心主任吴瑞军介绍说，2015 年，依据粮改饲

政策，在三个县区试点。2016 年，全面推行全株

玉米青贮，形成订单收购为主的收储模式，基本

实现了奶牛场全株玉米青贮使用全覆盖。同年

推进了苜蓿种植试点和青贮混贮试验。2017~
2018 年，全面推动苜蓿规模化种植。2019 年燕

麦草种植创新高，加工收获销售产业体系形成。

2018 年，朔州市大胆转变苜蓿收获加工储

存方式，启动实施了 10 万吨苜蓿裹包青贮计

划，彻底突破了苜蓿收获加工利用瓶颈，把鲜苜

蓿到成品加工周期由 7 天降为 1 天，而且按照

新工艺生产的苜蓿裹包产品完全可以替代高价

进口苜蓿干草，青贮苜蓿蛋白含量达到 18%以

上，亩均苜蓿收益 1000~1500 元，每头奶牛年节

约饲养成本 1000 多元。裹包青贮苜蓿为朔州市

苜蓿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也推动了

种植户种苜蓿的积极性，避免了翻耕风险。

做强生态优势产品品牌
夏季的朔州，有最美的景色———天苍苍野

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冬季的朔州，有最美味的羊肉———寒冷的

天气里谁能抵挡一碗热腾腾的羊蝎子。

“我们公司上游关联产业涵盖 1 万亩饲草

种植基地 1 个，存栏 1 万只基础母羊繁育基地

1 个，年出栏 20 万只羔羊养殖基地 1 个，下游

关联产业拥有年产 10 万吨羊粪有机肥公司 1
家，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相关产业的联合发

展，全面实现了羊产业链循环发展。”怀仁市金

沙滩羔羊肉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建军说

道。

多年来，朔州市坚持培育基地、延伸链条、

打造品牌，形成了以怀仁金沙滩、朔美羊为“链

主”企业，较完整的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食加

工、有机肥加工、冷链物流销售相配套的肉羊全

产业链。全市年出栏肉羊 460 多万只，占全省的

1/4，是全国重要的优质肉羊基地和全省“北肉”

平台的主产区。

创新“牧繁农育”模式，培育了以怀仁市、应

县为主的年出栏 250万只“牧繁农育”区，以右玉、

平鲁为主的年出栏 150 万只“自繁自育”区，现有

年出栏 1000只以上的肉羊规模场 306 个，家庭羊

场 1400 多个，打造了怀仁海北头乡、亲和乡 2 个

超百万只肉羊养殖基地，怀仁海北头乡、右玉威

远镇 2 个国家级肉羊产业强镇，怀仁南小寨村、

海子村 2 个肉羊养殖亿元村，怀仁家兴园、朔美

羊、右玉宏宇 3 个省级肉羊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目前，朔州市的肉类加工龙头企业呈现集

群式、全产业链发展态势，形成“区域+企业+产

品”品牌矩阵。全市现有肉羊屠宰企业 21 家，年

屠宰加工能力 600 万只，加工水平全国领先，生

产速冻分割产品 160 多种，熟食制品近 40 种。

有 2 个年销售近 5 亿元的龙头企业。“右玉羊

肉”“怀仁羔羊肉”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品牌

价值分别为 9.67 亿元、46.78 亿元。

每天凌晨，怀仁市天佑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奶牛就依次通过智能分群门，有序走上转盘

式挤奶机，“我们奶牛场采用智能化饲喂、自动

化挤奶系统。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实施数字化智

慧化奶牛场建设，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同时延

长产业链，打造我们怀仁自己的牛奶品牌。”怀

仁市天佑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刘志刚说道。

朔州奶牛业有 50 多年的发展史，历经了家

庭传统分散养殖、集中入园规模养殖到现代化

养殖三个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社会奶牛

场为主体的适度规模养殖模式。近年来，朔州市

坚持标准化建场、现代化管理、精细化饲喂，着

力推进奶牛场的升级改造，提升奶牛业整体发

展水平，培育了以古城乳业集团为“链主”，平川

四县区 10 个重点奶牛乡镇为中心，联农带农更

加紧密，集种、养、加于一体的乳业产业链。现有

现代化奶牛场 121 座。2024 年还制定了《关于

推进现代奶牛智慧牧场的指导意见》，计划每年

推进建设 3~5 个智慧牧场。

走好绿色种养循环之路
贯彻农业农村部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

调整“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核心宗旨，朔州市

把握草牧业和粮食安全的内在本质联系，统筹

肉蛋奶和主粮等初级产品供给，把“饭碗”端牢

端好。推进“草—畜—肥—田—粮”种养结合、绿

色循环，形成牛羊粪肥资源化和玉米秸秆饲料

化互促共进的“朔州模式”。

630 万只肉羊、15 万头奶牛、12.5 亿公斤粮

食，“雁门粮仓”丰足殷实。立足区位优势、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朔州市把草牧业作为推动农

业农村和农民稳定增收的主抓手，秉持“立草为

业，草畜结合，以草促牧，以牧富民”，突出发展

牛、羊、草三大产业，建设优质牧草、优质奶源、

优质肉羊三大基地，培育百亿级乳业、百亿级肉

业两条全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立草为业、牧业发

达、农牧融合、特色高效的草牧业发展路子。草

牧业对一产的贡献率大幅提升，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生产经营性收入来自草牧业

的占到 50%以上。

推动草业和养殖业互促共生、共同发展，是

草牧业发展的关键。朔州市一方面积极推进草

畜一体化。鼓励大中型奶牛场、肉羊园区种植苜

蓿、青贮玉米和燕麦草，并将粪肥还田，实现种

养结合、农牧循环。另一方面引导养殖场使用本

地苜蓿、燕麦草。市县畜牧部门多次召开种草大

户和奶牛养殖场的见面对接会和培训，组织奶

牛养殖场人员，参观苜蓿收割和青贮加工现场，

见证裹包苜蓿产品质量，消除养殖场顾虑，打通

草畜通道。

右玉县农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凡

介绍：“苜蓿是牧草之王，蛋白含量高，综合营养

价值显著高于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是奶牛

生产优质、高产、安全原料奶的基础。我们公司

年均苜蓿保有量在 3000 亩以上，年产苜蓿干草

2400 吨，可为 2400 头奶牛提供优质饲草，添加

到奶牛全混合日粮饲喂后，奶牛单产鲜奶能达

到 28 公斤~80 公斤，乳蛋白含量达到 3.0豫以

上，乳脂肪达到 35豫以上，具有良好的饲喂效

果，实现奶业增产，又可为奶农增收 200 万元左

右。” 王秀娟

科学导报讯 排污许可证是企业依法开展排污活动的

凭证。2 月 19日，从太原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太原市

将深化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

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实现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理。

排污许可制度作为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的核心制度。今年，太

原市一方面要全面完成工业噪声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

污许可管理，推动工业噪声、工业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

依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另一方面，要完成火电、钢铁、

水泥等重点行业的生态环境统计与排污许可融合，推动

固定污染源改革全联动，强化数据质量控制，实现一次

填报同时满足两项需求。

为确保排污许可证的核发质量，太原市将强化排污

许可事中事后管理，建立部门联审联查、共管共用工作

机制，组织按照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噪声以及自行

监测等环境管理要求分工审查，对首次申请或者因涉及

改（扩）建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去向变化、排放口数量

增加而重新申请的排污许可证进行现场核查。对首次申

请、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分别按 20%、10%的比例开展

常态化抽查，将排污许可证和执行报告核查纳入固定污

染源重点工作，持续推进排污许可提质增效。 任晓明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

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
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

晋城美景 资料图

———朔州市聚力打造农牧融合发展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