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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县位于山西省中部，晋中市最
南端，北临介休市，南接霍州市，东靠沁
源县，西连交口县、孝义市，素有“燕冀之
御、秦蜀之经”之称。

近年来，灵石县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水污染防治

“灵石模式”全省推广，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退出全省后十，固废治理工作取得实
效……煤炭大县欠下的生态旧账正逐步
被清算，绿色生态、幸福宜居的发展篇章
正在书写。

咬定牙关护一汪清水

灵石县是山西省 27 个汾河干流县
之一，境内汾河干流全长 57.5 公里。

汾河灵石段位于汾河的中游段，也
是出晋中、进临汾的过渡段，“给晋中兜
底，为临汾启帷”是这一段汾河水扮演的
角色。

汾河两岸，农村依水而建，3 公里范
围内可涉及 120 个村，干支流沿线共
130 余家企业，其中涉水企业 14 家。灵
石境内两山夹一川的地形造就了较多的
沟沟岔岔，加上沿线还有铁路及国道，汾
河水的治理面临更多压力。

有河无水，有水皆污，是曾经汾河水
的真实写照。据晋中市生态环境局灵石
分局副局长乔鹏程回忆，早些时候，有些
污水不经处理直排河道，周边环境脏乱
不堪，2019 年 6 月份之前，汾河干流的
水质一直为劣 V 类。

治汾先治污。“不让一滴未经处理的
污水直排入汾河”，是灵石县环保人念兹
在兹的使命。

7 月 4 日，两渡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区内，工人师傅挥汗如雨，刷新着项目建
设的进度条。进水口处水声轰鸣，经过层
层工序，工业废水被“清洗”成一汪清泉。
这是灵石县为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建
设的重点项目之一。

据了解，两渡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项
目占地 67.7 亩，立项批复总投资 2.2 亿
元，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1.0 万立方米。灵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吴海峰表示，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最
后调试阶段。处理后的水质满足山西省
地方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为化学需氧量 40mg/L，氨氮
2.0mg/L，总磷 0.4mg/L，其余指标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的一级 A 标准，处理达标后的尾水将通
过厂外地下暗埋出水管排入三交河，最
后进入汾河。

“污水处理采用‘强化预处理+生物
池+臭氧氧化+高密沉淀池+纤维转盘滤
池’工艺”，施工单位相关技术人员介绍
道，相比市政污水，工业废水中苯环等难
降解有机物较多，设置臭氧接触池，可以
利用臭氧的强氧化性对难降解有机物进
行深度处理，有效保障工业废水达标排
放。

相比工业污水治理，灵石县生活污
水治理有历史欠账。为补齐这笔“生态
账”，灵石县不遗余力投产建设污水处理
厂。

乔鹏程表示，近几年，先从汾河干流
开始，能形成径流的生活污水，都被陆续
收集治理或者转运。截至目前，灵石县汾
河沿线共有 2 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7
座乡镇污水处理厂、11 座农村污水处理
站和 17 个村农村污水收集池，实现了生
活污水应收尽收。

同时，为规范入河排污口管理，灵石
县制定并印发了《灵石县汾河流域入河
排污口整治方案》，根据入河排污口污染
来源，将全县排污口分为 4 类，分别按照
相应要求进行整治。投资 2350 万元实施
了汾河（灵石段）排污口整治工程，封堵
排污口 260 个，截流处理排污口 157 个，
汾河沿线排污口基本完成治理。

在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这件事
上，灵石县始终保持咬定牙关的决心。

在日前召开的“一泓清水入黄河”暨污
染防治攻坚誓师动员会上，相关负责人
表示，灵石县将投资近 60 亿元，涉及 31
个项目工程，14 项常态化管理项目，“汾
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
来”的美好愿景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现
实。

久久为功保一方净土

灵石县地下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尤
以煤炭资源为最，县域含煤面积 860 平
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71.3%。

虽因煤而兴，但也因煤而困。过去的
粗放式开采、加工等历史性因素，造成了
大量工业固体废弃物堆放。固废污染成
为横亘在灵石县生态之路上的一个绊脚
石。

“灵石县固体废弃物主要以煤矸石、
粉煤灰、脱硫石膏、赤泥为主”，据晋中市
生态环境局灵石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毛卫伟介绍，全县历史遗留的工业固废
堆存量约有 2 亿吨，每年产生工业固废
约 2069.8 万吨，其中，煤矸石 1597.8 万
吨，粉煤灰 139.6 万吨，脱硫石膏 12.4 万
吨，赤泥 320 万吨。

面对沉疴积弊，更需久久为功。一直
以来，灵石县将固废作为一项中长期任
务实施治理，特别是针对煤矸石堆场历
史欠账多，以及多数煤矸石堆场存在的
设施不完善、运行不规范等问题下大力
气。

据了解，煤矸石是采煤、洗煤过程中
排放的固体废物，是在成煤过程中与煤
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比煤坚硬的
黑灰色岩石。

华苑煤业掘进副总环保分管负责人
表示，过去，由于观念落后，加之技术掣
肘，煤矸石生成后往往被弃置在矿区附
近。如果将煤矸石随意堆放，不仅占用大
片土地，煤矸石中的硫化物还会污染大
气、农田和水体，有时甚至会自燃发生火
灾。

目前该县的煤矸石仍以填埋处置
为主。华苑煤业自备矸石场于 2011 年
经山西省环保厅批复后建设，总容积 21
万m3，约可储存 52 万吨的矸石，可满足
10.4 年的矸石排放量。

该负责人介绍道：“矸石场建有挡矸
坝、排洪渠、涵管、消力池等基础设施，每

3m 厚矸石覆盖一层 0.5m 厚黄土，封场
时顶面覆土厚度 1.5m，同时种植有刺槐、
紫穗槐、油松等易活、耐旱、保水率强的
植被进行绿化。”

站在矸石场，昔日荒山已镀新绿，
举目望去，梯田如雕如塑，林草葳蕤丰
盈。

但填埋处置并非可以一劳永逸。毛
卫伟坦言，有的矸石场坡度较陡，植被覆
盖率较低，并且多数矸石沟周边土壤不
同程度盐碱化，受雨水淋溶等作用，可能
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破坏和污染。

为此，灵石县谋求转型，大力发展招
商引资，蹚出了一条强化煤矸石全过程
管理的新路。

近年来，该县先后上马了山西聚义
实业集团鑫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2 亿标块煤矸石多孔烧结砖和年产
5000 万块墙砖及铺路砖技术改造项目、
山西聚义实业集团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1.2 亿块煤矸石多孔烧结砖项目、
山西省灵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2
亿块（标砖）煤矸石多孔烧结砖技术改造
项目、灵石县星红新型建材厂年产 6000
万块煤矸石多孔烧结砖技术改造项目、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电
厂 2伊50MW 发电项目，“这些项目的落地
将使煤矸石变废为宝，有效解决全县煤
矸石产量的 50%，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
价值的双赢”，毛卫伟说。

多措并举守一穹蓝天

灵石县的空气质量状况曾一度面临
窘境。2018 年，该县空气质量指标连续 3
个月位列全省后 3 位，特别是 5 月份位
列全省倒一。从 2018 年 7 月开始，灵石
县环境空气质量 6 项指标逐月向好，
2019 年空气质量完成晋中市下达的退出
全省后七的任务，2020 年，灵石县空气质
量排名历史性退出“全省后十”。

控车、转型、治企、减煤，多项措施统
筹推进，各个部门分工协作……近年来，
灵石县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扭转了大气
污染防治的被动局面。

灵石县正处 108 国道和大运高速中
间，每天国省干道过境车辆超过 5 万辆，
尾气排放、道路扬尘污染是造成灵石县
PM10 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为此，晋中市生态环境局灵石分局

联合县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等
各部门共同发力，狠抓路面管控，严查重
型柴油货车超限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
组建联合执法专班，强化重型柴油货车
尾气检测，持续开展移动污染源专项整
治行动。行动带来的蜕变，让从小生长在
灵石的黄莹都看在眼里，她说：“相比过
去，现在天蓝了很多，空气也清新了不
少。”

作为煤炭资源大县，煤炭在灵石县
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 90%，这一结
构造成污染排放总量大，而特殊的地理
位置使得污染物易集聚，直接影响灵石
县空气质量。

依法取缔、搬迁或升级改造“散乱
污”企业成为灵石县打好蓝天保卫战的
一个重要抓手。据毛卫伟介绍，2022 年，
灵石县共帮扶企业完成 4 个“上大关小”
大型焦化项目环评批复等手续的办理，
关停淘汰中煤九鑫、聚丰焦化 2 座 4.3 米
焦炉，关闭晋投夏工 1 家水泥企业粉磨
站。同时，亨泰荣和、宏兴碳素、宏兴碳素
分公司等 3 家重点企业对照 B 级企业绩
效分级标准完成提标升级改造，灵泉建
材 1 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开展工业企业环境综合整治也是守
护蓝天白云的一个重要方面。晋中市生
态环境局灵石分局要求企业严格落实物
料转运、物料堆场、生产工艺、厂区环境
等环节的无组织排放精准管控要求，对
县域内 317 家重点企业进行环境综合整
治。截至目前，已有 257 家企业完成整
治，长期停产 22 家，10 家企业技改建设
中，28 家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正在积极
整改中。

2022 年，山西省清洁取暖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山西省 2022 年冬季清
洁取暖工作方案》，推进散煤清零势在必
行。这一年，灵石县完成散煤治理 9903
户，其中，集中供热 6081户，煤改气 1146
户，煤改电 2676 户。走在灵石县乡村的
街道上，燃气管道铺设错落但有序，传统
的散煤燃烧已被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代
替，在“五域综合治理”的同步推进下，灵
石乡村变得愈发宜居和美。

仲秋灵石，草木并秀，悠悠汾河水向
南而去，托举起繁忙的车水马龙，这座依
水而建的城市正向水而兴，水更清、天更
蓝、土更净的灵动灵石正焕发出蓬勃生
机…… 中宏

本刊讯 9 月 1 日，临汾
市生态环境局侯马分局召开侯
马市生态环境系统 8 月份工作
例会，8 个乡（办）、12 个环委会
成员单位、10 个重点企业的负
责人或分管领导、大气和水第
三方服务团队负责人、农村污
水处理站运维单位负责人以及
侯马分局全体干部职工约 110
人参加。会议由侯马分局党组
成员、党总支书记张建红主持。

侯马分局党组成员、党总
支书记张建红学习传达 8 月
24 日临汾市委书记李云峰在
临汾市委常委会会议上对当前
重点工作的 15 项要求；

侯马分局副局长马波通报
了 8 月份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情

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最后，侯马分局负责人高

文郎强调，要科学研判，把握总
体形势，死盯年度目标不动摇；
要履职担当，精准落实要求，紧
盯关键环节不放手；要抓住重
点，点滴全力冲刺，狠盯重点问
题不松劲。

会议要求与会的全体人员
要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再鼓干
劲，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投
身工作中，咬紧牙关，扑下身
子，发扬苦干、实干精神，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干 1 个
月，为实现全市环境空气综指
退“倒三”和浍河水环境质量达
芋类而努力。

（马俊明）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侯马分局

召开生态环境系统八月工作例会

本刊讯 9 月 1 日，平顺
县召开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推进
会。长治市生态环境局平顺分
局局长王永胜通报了今年以来
全县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并对
全县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以及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进行
了安排部署。

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
长郭力毅强调：要站位再提高，
认识再深化，切实把污染防治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
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
展广度，深入推进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要目标再明
确，措施再完善，全力推动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紧紧围绕

“大气、水、土”三大重点领域以
及往年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积极采取有力举措，对症施
策、精准发力，确保全县生态环
境质量不断改善。要执法再加
强，压力再传导，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严厉打击查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强化部门联
动，保持生态环境执法高压态
势，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依
法查处。

郭力毅要求，各乡镇各部
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使
命感和责任感，攻坚克难、真抓
实干，扎实推进污染防治各项
工作，持续改善全县生态环境
质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 （牛建国）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平顺分局

召开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推进会

灵石：补齐生态欠账 擘画发展蓝图

将深度超过 2000 米的地下水通过
管道引到地表，在能源站进行热交换后，
热能可以满足整座机场的冬季供暖需
求；此外还有 720 口浅层地热井提供的
地热能，经过空气源热泵的转化，让夏季
制冷也实现了“零碳”……

在山西省首座“零碳”机场———朔州
滋润机场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顶着高
温铆足马力，为机场的顺利开通运营作
最后冲刺。

“依托光伏发电系统、地热能供热制
冷系统、储能系统、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四
大部分，机场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满足
用能需求，进而实现零碳用电、零碳供
暖、零碳制冷、零碳服务。”朔州滋润机场
副总经理温庆元说。

朔州是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
城市，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紧紧抓住

“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通过推进一系
列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塞上绿

都。
站在中煤平朔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

观景台上远眺，波光粼粼的湖水和郁郁
葱葱的树木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的
生态画卷。

“能想象吗？这里曾是一片寸草不生
的矿区。”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生态产
业管理中心生态管理室主管李春雨指着
眼前的景象感叹道。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煤炭生产企
业，平朔集团生产的煤炭不仅为全国经
济建设提供了能源保障，其自建矿起就
遵循“边开采边修复”理念，也让昔日矿
山披上“绿装”，重获生态价值。

经过了 30 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
平朔集团复垦区的面积已经超过 7 万
亩，包括 2 万亩耕地及 5 万亩林地。徜
徉于复垦区中，虫鸣鸟叫不绝于耳，不
时有各种野生动物窜出来，仿佛置身原
始森林。

“如今，园区的植被覆盖率已达到
95%以上，远高于原地貌不足 10%的植
被覆盖率。”李春雨表示，环境改善以后，
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目前已发现各
类植物 213 种，昆虫 600 余种，野生动物
30 余种。

按照“谁开采、谁治理，边开采、边治
理”原则，朔州市引导矿山按照绿色矿山
建设行业标准，开展“三区”综合治理。截
至目前，全市 64 座煤矿企业累计治理土
地约 16.14 万亩，113 家非煤矿山企业累
计治理土地面积 3035.85 亩。

大地绿起来，朔州的水也逐渐丰起
来、清起来。在桑干河支流七里河上游的
引黄工程北干线 1 号隧洞，黄河水通过
水泵机组日夜不停地奔赴桑干河。从
2016~2022 年，朔州全市累计实施引黄
生态补水水量 10.59 亿立方米，出朔州境
8.39 亿立方米，水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
善。

“以前，河岸两边都是城中村和作
坊企业，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排河道，
夏天就不敢在这久留。”朔州市桑干河
管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介绍，2020 年开
始，朔州市开展了沿桑干河的“清河行
动”，以浚河、控污、固堤、绿岸、增水、兴
业为目标，每天进行调度，用两年时间，
把桑干河沿线整治成为现在的美丽风
光。

如今，桑干河朔州段水质稳定保持
在地表水芋类水质，朔州市国考断面达
到或优于芋类水体比例达 100%，劣 V 类
断面全部消除，桑干河山阴段湿地公园
入选了国家级湿地公园。黑鹳、白鹳、遗
鸥等十多种珍稀野生候鸟在桑干河流域
安家栖息。

青山绿水，踏歌而行。朔州市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一幅壮阔的塞
上绿都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开来。

解园

朔州：塞上绿都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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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塞北左云，绿荫蔽日，万物竞秀。省
级风景名胜区摩天岭长城下，青山叠翠，花海泛
波，游人如织。畅、安、舒、美的长城一号旅游公
路，干支相连，四通八达，把沿途农村、景点串联
起来，犹如一条条彩带，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相映生辉，构成了一幅幅看得见青山、留得住乡
愁、依路而歌的“乡村振兴图”。

近年来，左云县把建设长城一号旅游公路
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一盘棋谋
划部署、一系列机制保障、一揽子资金支持”等
举措，集中打造集“山水田园观光、乡村休闲度
假、农事耕读养生、长城文化游览”于一体的悠
然休闲带，实现了风景通道与全域旅游、特色产
业、文旅康养有机结合，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左云段示范项目全长 68.6公
里，途经管家堡、三屯 2个乡镇，连通保安堡村、黄土
口、黑土口等12个建制村。为了建设一条高标准的路
景相融的“旅游路”，该县按照“交通+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畅通大动脉、健全微循环，打造半小时旅游经济
圈的思路，规划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全域旅游等深度对接，高质量编制了《“城景通、
景景通、城乡通”左云段精品示范项目创建方案》，推
动“美丽农村路+特色产业”“美丽农村路+人居环境整
治”“美丽农村路+农村电商”等多元融合发展。

建成 21 公里彩色风景道、19.4 公里步行
道；建成驿站 2 个、房车营地 2 个、观景台 4 个、
停车场 1 个；种植树木 24870 棵、地被植物及花
卉 12000 平方米；制作指景标志、指路标志、固
定文化宣传标语、logo 形象标识塔、地面 logo 形
象标识、旅游公路文化标识……随着长城一号
旅游公路的建设，同时启动了慢行系统、服务系
统、景观系统、信息系统四大配套系统工程建
设，以旅游公路为线，把旅游景点串珠成链，形
成了以摩天岭风景名胜区为代表的“长城游”、
以保安村为代表的“民俗游”、以五路山为代表
的“生态游”，三大特色鲜明的旅游板块的互联
互通、高效快捷。

公路通达百业兴，修好一条路、发展一片产
业、致富一方群众。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了
全县特色产业经济廊带，辐射连通多个生态庄
园、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园区，推动中药材、小
杂粮等产业发展壮大，带动全县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

“我们村以前是贫困村，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没修之前，村民看病
不方便，特色农产品价格上不去。现在路通了，村民看病及时啦，产
品也卖上好价钱，我开的网店，去年营业额达到 80 多万元，最多时
候带动身边 10 多个脱贫户就业。”管家堡乡威鲁村村民王有钱原是
贫困户，而今是一个从事小杂粮加工及销售的老板，借助长城一号
旅游公路，通过电商将当地的杂粮、羊肉、牛肉销往全国各地，带动
50 多户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不到 2000 元上升到了 8000 多元。

借助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建设契机，管家堡乡黑土口村在原有
古院落基础上修起民宿、建起驿站，推进康养产业发展，全村年接
待游客达到 10 万多人次。据管家堡乡党委书记何睿介绍，该乡以
路为媒，谋划“路、景、村、业”发展，以交通产业“一路通”带动乡村
旅游、特色加工、种植养殖等“多业兴”，受益群众达 2.1 万人。

依托丰富的长城、生态、人文资源，该县在古长城沿线布局了
黑土口、八台子等多处长城人家、古堡人家，建设了多个美丽宜居
示范村，成为塞北风情民俗基地和全国自行车运动最佳地；在公路
沿线金家沟、徐达窑等 5 个村结合部，打造建设了长城小镇露营基
地，助推长城户外旅游持续升温。

如今，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沿线已成为展示“左云绿、左云青、左
云蓝”的打卡地、网红地，也成为领略山水家园、享受清凉康养的新
标地，推动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2023 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 23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比上年提升了 23%。 苑捷 解晋 吉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