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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刊记者 范琛

夏日的汾河一期胜利街桥段，处处
郁郁葱葱，随时随处可见游客正在拍照

“打卡”，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鹭惬意地
来回踱步，为太原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少
灵动与野趣，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景象……

8 月 17 日，记者跟随太原市汾河景
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的脚
步，实地走访了太原汾河段治理工程的
四个项目点，分别是汾河一期、二期、三
期、四期。郭凡向记者介绍：“汾河一期工
程始于 1998 年，历时两年的时间完成改
造，全长 6 千米，从胜利桥到南内环桥。
现如今，汾河景区由南向北贯穿了整个
太原主城区，已经成为本市的一张绿色
名片。汾河一、二、三、四期已为太原城画
上了举足轻重的一笔。”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山
西，来到汾河流域太原晋阳桥段，亲临河
边驻足凝望，对汾河治理的现状表示非
常欣慰，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治理汾河，
不仅关系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也关系太原乃至山西历史文化传承。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把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推进能
源革命、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
济转型发展统筹起来，坚持治山、治水、
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持续用力，再现‘锦
绣太原城’的盛景，不断增强太原的吸引
力、影响力，增强太原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明
确要求，为太原市“再现‘锦绣太原城’的
盛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奋斗力
量，凝聚了精神动力。

汾河一二期：再现生态之美

“在汾河一期还没有治理之前，河里
全是泥泞、碎石和沙子，河道两岸则为土
坝，周围都是耕地，一到夏天，住在这里的
居民根本不敢开窗，河道里污水横流，并
伴有白色泡沫，气味非常刺鼻。”居住在这
附近的冯先生对记者说，现如今好了，漫
步在汾河一期南内环桥段，草坪绿意盎
然，花海浓烈灿烂，喷泉清凉怡人，从布局
到细部，从视觉到听觉，河景与美景融为
一体……

2000 年，汾河一期工程完工，汾河
迎来了它的首次蓄水，清水从上游汾河
水库缓缓而下，现场围观的市民欢呼雀
跃，自此之后汾河有了清澈的水源。郭凡
对记者说，自蓄水以来，汾河一期工程每
年都会进行生态补水。

记者了解到，汾河一期景区宽为 500
米，占地 300 公顷。设计为人工复式河槽，
由中隔墙分成东西两渠，东侧为清水渠，
宽 220 米，由四道橡胶坝分为三级蓄水湖
面；西侧为浑水渠，宽 80 米，排泄上游洪
水和水库灌溉输水。东西两岸各布置一条
箱形排污暗涵，接纳沿线城市排污管道和
边山支沟来水，还可送至下游污水处理厂
进行净化处理。

汾河一期工程建成后，被正式命名
为汾河景区。汾河景区一亮相，社会各界
的赞誉纷至沓来。无论早晚，景区内随处
可见健身、游玩的人群；节假日，更是人潮
涌动、游人如织。省内外的其他城市也都
学习借鉴河道治理经验。2001 年 12 月
28 日，全国建设部授予汾河景区“中国人
居环境最佳范例奖”。2002 年 5 月 30 日，
联合国人居署授予太原汾河景区为“2002
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人民环境最佳范例
称号奖”。

在太原，汾河开始恢复她的美丽容
颜……

汾河一期工程旗开得胜，卓有成效。
2005 年，太原市委、市政决定，实施二期
工程，将汾河景区向南、北延伸。南延段
为南内环桥至祥云桥段，长 7.5 千米；北

延湿地段为胜利桥至柴村桥段，长 7 千
米，全长 14.5 千米。汾河流经太原境内
188 千米，其中城区段 43 千米。

在没治理之前，汾河流域地下水位
曾大幅下降，河道几乎断流，干流劣 V
类水质比例一度达到 68%。郭凡向记者
介绍道：“北延段主要打造的是人工湿地
景观，总面积在 345 公顷，其中水面面积
为 164 万平方米，绿地面积为 131 万平
方米。汾河二期工程我们在维护湿地、自
身未定的基础上，坚持‘生态优先’‘生态
保水’原则，将生态环境和人类需求有机
结合，创建和恢复物种多样性的生态湿地
系统，促进湿地生物群落恢复繁衍，充分
发挥了湿地生态保护、游玩休憩、科普教
育的功能。”

南延工程则采用的是开阔式设计风
格、大面积花岗岩铺装、大型喷泉景观及
绚烂夺目的照明亮化工程，呈现出了现
代化城市的建筑风貌，装饰上则采用了
中式花格等中国风元素。同时，在南中环
桥至祥云桥段，岸线还采用了斜坡入水
方式，将汾河两岸景观与水面自然融为
一体，大大增加了游人亲水性及景观衔
接性。作为重要造景素材，景石被广泛应
用于该段的景观设置中，草坪上、大树

下、水岸边，依景点石，深化了园林意境，
丰富了景区观赏性。景区主要景点有菊
花坪、烟雨汾河、雁桥等。

家住柴村桥小区的居民乌女士对记
者说：“自从有了汾河景区，我们健身都
方便多了，每天来这里跑跑步，呼吸着新
鲜的空气，心情都美极了，还有江南风格
的亭台楼阁，这里的风景美不胜收啊。”

汾河二期建成后，接待游人量成倍
增加。一些南方客人参观汾河景区后感
慨地说：“看了汾河治理，感觉太原不像
北方城市，倒像是江南水乡，河流做得大
气，生态环境做得优美，城市井井有条，
太原市委、市政府为当地老百姓完成了
一项惠及千秋万代的伟业。”

2010 年 10 月，汾河景区被国家旅游
局授予“4A 级国家旅游风景区”称号……

汾河三四期：呈现锦绣美景

站在晋阳桥段上，远眺汾河，水面波
光粼粼，景色宜人。站在“汾河晚渡”观景
平台上远眺，天际线、山脊线、水岸线层
次分明，画舫古朴典雅，晋阳桥雄伟绚
丽，呈现出了一幅河、舫、桥、山浑然一体
的秀美画卷。 （下转 C3 版）

汾河：再现碧波荡漾美景

汾河生态修复治理四期工程———西山叠翠

绿色玛钢小镇如何铸成
———探寻太谷玛钢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中）

从 1976 年第一座冲天炉点火开
始，太谷玛钢产业不断向规范化、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2022 年 9 月，太谷玛钢获评全省
十大专业镇之一以来，太谷区委、区政
府高位推进专业镇建设，大力推进绿
色工厂和智能工厂建设，同步推进产
业转型和数字转型，推动以龙成玛钢
为代表的玛钢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转
型，走绿色铸造之路；推动以卡耐夫集
团为代表的玛钢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
转型，走智能制造之路。

近日，从太谷县传来喜讯，2023
年 1~4 月，太谷玛钢铸造行业完成工
业 总 产 值 26.9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8.1%。

太谷玛钢经历了近 50 年的发展，
从最初的弯头管件，到现在的沟槽管
件，在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中，玛
钢产品不断经历着更新换代，但有三
个问题必须面对：一是大而不强，产品
的附加值比较低；二是企业之间的关
联度不高，没有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
大型企业集团；第三就是品牌效应不
明显，没有形成太谷玛钢的集体商标。

建设太谷玛钢省级重点专业镇作
为省级战略提出，让太谷玛钢这个经
历了近 50 年发展的传统产业焕发了

新生。
今年 5 月 8 日，山西特色专业镇·

太谷玛钢专题推介暨全国首家玛钢绿
色铸造小镇启动仪式在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举行。现场签约项目 6 个，总投
资达 71 亿元，涉及装备制造、数字智
能、对外贸易等领域。

8 月 22 日，记者走进太谷区山西
龙成玛钢有限公司年产 5.2 万吨绿色
智能铸造升级改造项目生产线上，工
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到处是
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该项目将智能
化、信息化和数据化贯穿整个设计、生
产、建设等全过程，并取得了生态环境
部专家排放绩效 A 级符合性论证意
见，实现了玛钢企业绿色低碳、智能制
造转型发展。

该公司绿色智能铸造技术改造是
太谷区玛钢铸造行业提标改造、转型
升级的一个缩影。中国铸造协会专家
团队对龙成玛钢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工
艺考察后给予肯定。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在原材料上
做文章，用球墨铸铁代替玛钢，生产出
的产品抗拉强度高、延展率好、残次率
接近为零，深受市场欢迎。

如今，太谷全区拥有自动生产线
400 余条，其绿色智能铸造生产线的
装备水平在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真正
起到了“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

在太谷玛钢专业镇，卡耐夫集团
（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智能立体仓
库内，一批批管件通过智能化识别货
物系统实现自动出入。“通过与金蝶
ERP 系统的对接，我们的生产部门实
现了与销售部门的接轨，可以实时掌
握出库订单数据，科学安排生产。”该
企业总经理助理李春说。如今，企业的
每一笔账单都可实现追根溯源，外购
材料、设备备品等从采买到领取都有
明确的记录，生产中的物料流转、每一
批管件的工序，都可以通过二维码数
据实现科学管理。

“在推动绿色铸造上，太谷区发挥
山西龙成玛钢有限公司、山西众德天
和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龙头带
动示范作用，对全区 112 户玛钢企业
提档升级，争取利用 2~3 年时间，建成
全国首家玛钢绿色铸造小镇。”太谷区
工信局党组成员王琪介绍说：“卡耐夫
集团（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也在积
极申报离散型智能工厂，努力探索铸
造产业绿色发展的转型之路。”

5 月 26 日，阿里集团专家组一行
对太谷玛钢进行了整体的智能化改
造，搭建了 MES 数字共享平台，以此
加快企业智改数转步伐。

为进一步提高太谷玛钢的品牌知
名度，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让太谷玛
钢成为高精尖智能智造产品的代名

词，太谷区政府充分挖掘区域资源禀
赋、产业发展基础和历史传统优势，打
造出“太谷铸造”公用品牌，吹响了太
谷玛钢专业镇“强龙头、补链条、兴业
态、树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冲锋号”。

太谷区坚持把推动太谷玛钢专业
镇建设作为锻造区域经济长板、助推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以“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状态，全力推
动各项工作，目前已取一系列新进展、
新成效。

———太谷实现了由玛钢管件、沟
槽管件、电力金具、五金铸件、井盖雨
篦等五大类传统产品，向消防器材、健
身器材、阀门等三大类转型产品，并不
断向航空铸镁铸铝合金件、核电不锈
钢焊接件、汽车刹车盘等领域拓展和
延伸，构建了“5+3+N”产品矩阵，带动
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太谷将传统可锻铸铁材质升
级为球墨铸铁，成功发布“螺纹式球墨
铸铁管件”团体标准，并向国家标准冲
刺。与阿里云集团合作共建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推动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
型和智能化改造。与太原理工大学共
建太谷玛钢专业镇产学研基地，持续
加大研发创新和技术攻关力度。

———集群化的提升。太谷与中国
铸造协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高
标准编制玛钢绿色铸造小镇规划，不
断强化顶层设计。按照上游布局铁水
熔炼项目，中游开展产业配套，吸引模
具、阀门、消防器械生产厂家进驻，下
游布局铸造废砂再生利用项目的招商
策略，太谷通过延链补链强链，积极谋
划引进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项目，着力

建设全球知名的玛钢产业集聚区。
———2023 年 1 月，太谷成功举办

了山西特色专业镇中国（晋中·太谷）玛
钢铸造产业投资交易博览会，引进投资
总额约 30 亿元，现场达成交易额 26 亿
元，率先在全省打响了专业镇建设的

“第一枪”。借助山西特色专业镇·太谷
玛钢专题推介暨全国首家玛钢绿色铸
造小镇启动仪式，发布“太谷铸造”公用
品牌，让“中国玛钢之都”声名远播。

“预计在 2025 年，完成全国首家

玛钢绿色铸造小镇打造。3 年内创建
国家级绿色工厂 1 个，建成达到重污
染天气应对绩效分级 A 水平的环保标
杆企业 2 户，铸造固废利用率达到
20%以上。”谈及未来发展，太谷区委
副书记、区长郁效军表示：“要不断提
高玛钢铸造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引导
行业规范发展，实行降本增效，提升质
量效率，增强太谷玛钢铸造行业生存
力、竞争力，推动太谷玛钢专业镇高质
量发展。”

姻本刊记者 马骏 南晓辉

玛钢模具生产线。姻孙泰雁 摄

秋风起，鲜活肥美的洛鲤、伊鲂，成为食客们争
相品尝的美味。这些曾因污染一度绝迹的著名河鲜，
随着黄河水质逐步向好，重新现身母亲河。生态环境
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2 年，黄河干流首次全线达到域类水质，截至目
前，干流水质持续保持域类，并实现稳中向好。

“黄河水环境治理速度之快，在世界河流治理史
上前所未有。也是人民治黄以来，黄河水环境治理取
得的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分党组书记、局长范治晖介绍。

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黄河流域优良水质比
例年均上升超 5豫。截至今年 8 月，黄河干流持续
保持域类水质，黄河流域玉~芋类断面比例为
87.4豫，较去年同期增加 2.3豫。

长期以来，黄河“体弱多病”。尤其是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末，黄河污染加剧，入黄污染物远远超出黄
河水环境的承载能力，黄河干流近 40豫河段的水质
为劣 V 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黄河河道中原有的
16 个水生生物种群，有三分之一绝迹；宁蒙黄河河
套灌区内污水横流，灌渠成为“排污沟”，千年“米粮
川”变为黄河“污水肚”；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许多老住
户们至今仍记得多年前“守着黄河买水吃”的经历。

黄河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近年
来，黄河流域各省区和部门协同制定黄河生态保
护治理“时间表”，以打赢攻坚战的决心“挂图作
战”，确保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生根。

“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加上‘史上最严’
治理力度，让曾经奄奄一息的母亲河重新焕发了
生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分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蔡治国说。

如今，母亲河正恢复生机与活力。三江源国家
公园内，黄河源千湖奇观再现；乌梁素海重现“塞
外明珠”风采，在此迁徙、繁殖的鸟类达 260 多种；三门峡市
每年迎来 1.6 万余只白天鹅栖息越冬，占中国越冬白天鹅总
量的 70豫以上；洛鲤、伊鲂、河口刀鱼、大鼻吻鮈等黄河土著
物种也在不断增加，生机盎然、人水和谐的画卷也已铺陈。

“在维持黄河干流水质持续向好的基础上，下一步，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将由以水环境治理为主，转向水环境治理
与恢复支流水量并重的水生态治理。”范治晖说。

（双瑞 杨琳 邹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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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在 9 月 17 日闭幕的 2023 年世界地热大会上，
国际地热协会（IGA）面向全球正式发布《中国地热供暖推荐
做法》行业标准。这是全球地热领域发布的第一项行业标准，
对推动全球地热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这项标准已在雄县地热供暖项目、曹妃甸供暖项
目、高阳地热供暖项目等进行了实施和验证，证明其对于地
热能产业的评价、设计、建设和规范化运营发挥着行业标准
的规范和引领作用，能够保证实现地热能供暖项目的可持续
开发和利用。

这项标准由能源行业地热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
头，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院、天津地热
勘查开发设计院、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单位共同研究
制定。 （高敬 戴小河）

全球地热领域首项行业标准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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