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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太原市城乡管理局环卫产

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冯劲松和往常一样，早

早到了单位。“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今年

‘五一’假期全市有两万多名环卫工人都坚

守在工作岗位。”冯劲松一边笑着说一边走

向智慧环卫系统平台控制室。

作为全市数字环卫的“大脑”———智慧

环卫系统目前已纳入监管的各类作业车辆

共计 3200 余辆，行政执法、一线环卫管理等

3000 余人员，接入工地、各终端处理设施等

关键位置 300 套，实现了对各中（终）端处置

设施运行数据实时采集与数据积累。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太原的数字环卫或者智慧环卫起步

还是挺早的，早在 2013 年就被国家列为数

字城市试点之一。”作为智慧环卫系统的设

计者、开发者、管理者，冯劲松对太原的环

卫数字进程最为熟悉。

冯劲松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从

2006 年到环卫系统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

行技术攻关，在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下，最终

设计、规划并成功在 2019 年建起太原市智

慧环卫综合监管系统项目。项目通过北斗

综合应用、各类终端采集设备等终端数据

采集、利用 5G 各类应用与广域网数据高效

结合，以大数据分析方式对城市管理所涉

及的人员、车辆、中（终）端设施运行数据信

息进行清洗与分析，解决各类相关联的关

键信息庞杂所导致的各类问题。“这个系统

服务已涵盖了城六区、山西综改区和中北

高新区以及 40 余家社会责任单位，进一步

延伸至各街镇、区级部门和社会责任单位。

通过了山西省信息化建设与运行倒查 10
年的严格检查与考核。”冯劲松指着智慧环

卫系统平台控制室内的大屏幕说。

目前，智慧环卫平台创建垃圾分类数

据标准 873 项，采集制作垃圾收集、医疗场

所、建筑工地、餐饮场所等数字地理信息 7
万余处，协助市行政执法部门在全国率先

实现了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地智慧化

监管、行政执法信息化办理等数十项重点

工作任务。

智慧环卫项目强化了对全市环境卫生

工作的指挥、调度、监管与考核，提高政策

制定和业务引导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操

作性，入选省政府重点研发项目，被省发展

改革委确定为太原市智慧城市示范项目，

荣获山西省“2022 年度科技进步奖”和住

建部环协“2023 中国环卫数字化转型典型

示范案例”。同时，在冯劲松的积极推动下，

2020 年 8 月太原市城乡管理局与山西大学

依托智慧环卫项目联合建立了“城乡管理大

数据实验室”，创造了全国城乡管理部门与

高校紧密进行技术合作模式，促进城乡管理

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成果转化。

将“民之所望”化为“履职所向”

冯劲松是太原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

民革太原市委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

任、民革山西省委会能源与环境专委委员、

山西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信息类计算

机专业专硕导师、山西大学计算机学院电

子信息工程专硕导师、太原市城乡管理局

与山西大学“城乡管理大数据实验室”负责

人、太原市大数据局网络和大数据专家、太

原市科技局专家。对他来说，做好环卫本职

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

冯劲松深入一线调研，为市民解决难

题，向政府建言献策。近年来他撰写大量有

前瞻性、针对性的专题调研报告、提案，报

送高质量社情民意信息 40 余篇。在市政协

十四届二次会议上，冯劲松代表民革太原

市委会作“抢抓历史机遇，强化龙头作用，

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大会发言，获

得好评。围绕“太原市水源地生态环境保

护”“加强汾河流域水土保持”相关课题，冯

劲松随市政协调研组深入云贵地区，对赤

水河流域生态保护、抚仙湖等水源地保护

治理情况形成了建设性的专题调研报告。

在 2024 年市政协全体会议上，他围绕

“关于全市数字经济均衡发展，进一步推进

全市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建议”作文字

发言；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体现民主党派、

政协委员担当，引入绿色能源项目，招商引

资 15 亿元；在农业农村数字化、智慧发展

上，他提出的发展智慧农业的建议被市农

业农村局采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如今的环卫工作早已不是简单

地拿把扫帚扫扫地，它覆盖了垃圾从源头

到终端处置的全过程。”冯劲松说，智慧环

卫系统平台通过时间位移、环比等多种技

术手段，满足长时间各类规划、建设、管理、

执法、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业务需求，达到节

约时间、确保运行安全、降低经济投入成本

以及提高各类工作效率的目的。“智慧环卫

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创新，为

未来工作赋能，满足城市未来需求。”冯劲

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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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劲松：扫地扫出“大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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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拍摄的黄
河一号旅游公路平陆段
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近
年来，平陆县加快沿黄生
态廊道建设，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 姻 郝健摄

山环水绕
路畅景美

视觉生态K shijue shengtai

生物多样性，赋予了我们无尽的生机、活

力与希望。它如同人类福祉的基石，支撑着我

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天地，更是地球生命

共同体中那不可或缺的血脉与灵魂。从原始文

明的萌芽，到农业文明的繁荣，再到工业文明

的飞跃，生物多样性始终如一地滋养着人类，

为我们提供着丰富的资源，彰显着其无可替代

的生态、经济与社会价值。

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复合体的瑰丽画

卷，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万千生命与环境共

同绘制，更蕴含着与之紧密相连的种种生态过

程的奥秘。无论是漫步于花间小道，还是徜徉

于山林之间，那花鸟鱼虫的“欢声笑语”，都是

生物多样性赋予我们的美好馈赠。近年来，随

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公众意识的显著提升，生

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就山西

省来说，从优化生存环境入手，从改善栖息地

质量着眼，在全面修复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

更加注重“不被打扰”的守护，最大限度地为野

生动植物提供和谐友好的繁衍生息空间，三晋

大地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美丽山西底色更足

更浓。
生物多样，成就生态之美。然而，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从全球来看，

生物种类的减少、生态系统的退化，无不警示着我们必须立

即行动起来，自然不能等，人类更不能等。保护生物多样性，

也就是保护地球家园，必须汇集每个人的力量，只有大家齐

心协力，共同努力与行动，才能更好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需要

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将“全民行动”作

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行动之一。建立政府主导、企

业积极行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是

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生态兴则文明兴。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我们要树立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平视”而非

“俯视”的姿态善待自然，敬畏自然的运行规律，认同其他生

命的存在价值，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物多样性要

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生态观。在日常生活

中，选择公共交通，低碳出行；节水节电节能，珍惜每一份资

源；减少塑料制品和一次性物品的使用，让环保成为习惯；做

好垃圾分类，实现资源的有效回收；拒绝食用、投喂野生动

物，积极学习生物多样性知识，让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我们

生活的一部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人人

有责，每一份努力都至关重要。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其主流化，开启保护治理新时代。共绘生

物多样性新画卷，让地球生命万物共生，和美永续。

山西省生物多样性“家谱”不断丰富

科学导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推进关闭或搬迁炼焦化学工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结合全省实际，研究制定《炼焦化

学工业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 14/T 3338-
2025，以下简称《技术规范》）。近日，该《技术规范》已由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布，7 月 10 日正式实施。

据了解，《技术规范》由前言、八个章节及五个附录构成。

《技术规范》的制定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充分衔接了

生态环境部关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规定。

《技术规范》是山西省发布的第二个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地方

标准，对建立健全全省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体系有重要意

义，为全省土壤环境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邵康

山西省发布实施《炼焦化学工业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最大限度地为野生动植物提供和谐友好的繁衍生息空间

5 月，太行山麓绿意盎然，漫山遍野的

油松、栎树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阳光下绽放

的野生猥实花，将原本苍翠的山脉装点得

如诗如画。山西蟒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护林员董建兵背着记录仪，踩着沾满露水

的山道巡查：“这段时间，林麝喜欢在溪边

觅食，得把监测设备检查仔细。”

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中部，拥有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农田和城市等生态系统

类型，物种多样性资源丰富，分布有陆生野

生植物 2743 种，陆生野生动物 543 种，遗

传资源颇具地方特色。近年来，山西省高度

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为

野生动植物提供和谐友好的繁衍生息空

间，三晋大地生物多样性“家谱”不断丰富。

经过多年全方位保护，混沟原始林的生

物多样性指数达到 1.84，林内记录到 443 种

维管束植物和 111 种陆生脊椎动物，保育着

金钱豹、大鲵、连香树等 32 种国家玉、域级

重点保护动植物，以及青檀、苍鹭等 30 种山

西省重点保护动植物和 174 个中国特有种，

被称为“华北动植物物种基因库”，也是珍稀

濒危物种扩散的重要廊道。

一直以来，山西省将野生动植物保护

作为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生物多样性、建设

美丽山西的重要任务，采用生物措施、工程

措施对濒危物种进行抢救性保护。“省鸟”

褐马鸡分布范围从 28 个县域、3 个保护区

扩大到 45 个县、20 个保护区，数量 1.9 万

只左右，稳居全国首位。全省 36 个保护区

都拍摄到山西省“明星”物种华北豹珍贵影

像，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实现了“双增

长”。2024 年，全省新记录野生植物 5 种、

野生动物 4 种。

“从 10 时 31 分开始，这两只褐马鸡就

出现在红外相机的视野里了，这是我们保

护区首次发现褐马鸡。”山西铁桥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瑞平反复翻看着红

外相机记录的视频。

为给野生动物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山

西省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

升全域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坚持

把就地保护作为野生动物最重要、最有效的

保护方式。目前，全省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

272 个，总面积达 243.52 万公顷，保护了全

省 80.9%的重点野生动物，为其生长、繁殖、

越冬、觅食、迁徙等提供了良好环境。

随着生态保护修复的力度持续加大，

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环境持续向善

向好。“我们湿地植物群落呈现自然演替状

态，候鸟种类和种群数量逐年增加，目前湿

地鸟类达到 159 种，最大的种群数量冬季

在库区水面上能达 3000 只以上。”公园保

护中心副主任刘剑说。

同时，山西省围绕规范野生动植物保

护管理、调查监测、候鸟迁徙、猎捕调控、致

害补偿、疫情防范等重点工作，先后制定出

台和修订完善了相关办法、名录、规划、预

案等 9 项省级配套政策，使野生动物保护

实现了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山西省织就了

一张精密的守护网络，建立陆生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站 44 处、收容救护站 29 处、

外来入侵物种监测站 7 处，在野外布设红

外相机 4000 多台，增加鸟类环志、兽类项

圈等卫星跟踪手段，收录、健全了全省野生

动物名单、影像、分布地和实物标本，野生

动物保护实现了有名可考和有据可查。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

力赛。未来，山西省将持续加强重点物种监

测、栖息地保护修复，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迁地保护，推进生态修复，加强科研监测

与科普宣传，让三晋大地生物多样性更加丰

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愈发立体。

科学导报讯 东北地区首个以大气成分为主题的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科普基地近期在黑龙江省龙凤山国家大

气本底站启动建设，整体设计和内容规划等工作已基本完

成。

科普基地以“探索大气奥秘，守护地球家园”为主题，规

划建设了山下科普展厅、上山道路站史长廊以及山顶观测平

台三大功能区域，形成立体化科普空间。

作为我国首批大气本底监测站，龙凤山站是世界气象组

织全球大气监测网的重要站点。历经 30 多年发展，龙凤山站

累计获取超过百万组高精度大气本底数据，为全球气候变化

研究提供了重要基准参考。 郭晓龙

东北地区首个大气成分
国家野外站科普基地启动建设

姻 张丽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