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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青云尽，空天万里霜”，百般景色堪图画。秋意醉人，
晋祠厚重，古镇熙攘，汾河一色，充满科技感的植物园……这
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是我省奋力推进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近几年，我省各项环保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新突破，
多项主要指标创历史最优。

紧盯目标、精准施策是打好污染防治的关键。成绩来之不
易，蓝天、碧水、净土都是三晋儿女努力奋斗的。
系统治理 复苏河湖生态

湖水清澈，水鸟嬉戏，草木青翠……金秋时节，长治市漳
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美不胜收。

“过去沿岸村民圈湖养鸭子、经营鱼塘，周边杂草丛生、垃
圾遍布，来这儿的人很少。”住在附近的凹里村党支部副书记
李明岐说，“这几年关停沿湖‘散乱污’企业，整治排污口，规范
整顿鱼塘，大力植树种草。‘脏乱差’的漳泽湖重获新生，现在
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景。”

近年来，长治市开展浊漳河、沁河、漳泽湖生态治理与修
复，统筹推进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治理，
河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在孝义市，系统治理水生态环境同样取得了喜人成效。满
目疮痍的孝河如今成了黑鹳、金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栖
息地。

孝河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5.99 平方公里，“沿河企业全
部采用了环保设备，确保污水达标排放。湿地公园内采取生物
有氧净化和曝氧净化，吸收水中含磷、含氮的有机物，还投放
了 400 万尾鲶鱼、鲤鱼、草鱼，实现‘以鱼净水’。”孝义市水利
局常务副局长刘秋生说，经过几道程序净化，湿地水质由劣吁
类提高到芋类。

2022 年，我省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上，我省印发“十四五”各市用水总量控制
目标、各市用水效率控制指标，明确 2025 年全省及各市用水
总量控制目标、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下降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控制指标。这一系
列的政策保障，使全省供水结构不断优化。

我省坚持“两山七河一流域”系统推
进，大力推进太行山和吕梁山两山增绿，黄
河流经市县林草覆盖率接近 60%。全面开
展汾河、桑干河等“七河”以及晋阳湖、漳泽
湖等“五湖”生态修复，全力开展 19 个岩溶
大泉保护与修复，水生态环境不断好转，生
态底色愈加鲜亮。生态治理优质案例不胜
枚举……
西山生态修复演绎美丽蝶变

在西山万亩生态园里，彩色林木与如
茵草地组合，形成颇有意趣的休闲场地。来
自外地的李女士和姐妹们来这里分分钟拍
出了大片。

西山地处太原市山、水、城共融地带，
辖区内民俗遗存众多，分布有晋祠、天龙山
等文物保护单位 60 余处，历史文化名镇村
两处，传统村落 3 处，自古就有“水上西山
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的美誉。

然而，西山地区曾是太原市重化工基
地的核心区域。峰值时，曾有采煤、洗煤、焦
化、水泥等污染企业 2700 余家，形成 100
多平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区，约 10 平方公里
的山体破坏面蚕食着绿色，只留下布满疮
疤的荒山。

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修复之路就此展
开。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司承载+
园区打造”的模式，目前，西山已建设 18 个
城郊森林公园，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20 余万亩，治理破坏面 1
万余亩，林木覆盖率由不足 20%上升到 80%左右。在矿山生
态修复方面形成的“西山模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24 次缔约方大会、2021 年可持续发展论坛等平台向国
际分享，并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关注民生环境打好组合拳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群众满意度是生
态环境改善提升的指南针。

据了解，我省对空气质量排名后 10 位的县（市、区）开展
定点督察，对太原市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专项督察，
对各市开展专项监察和监督帮扶，推动解决问题 2300 余个。
以“利剑斩污”专项行动和执法大练兵活动为牵引，打好生态
环境综合执法“组合拳”，全年共查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案件
3681 件，保持监督执法的高压态势和有力震慑。

我省还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筛查及调查、损
害赔偿磋商、损害修复评估等办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工作深入开展。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强化监督专项行动，
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成效不断提升。编制完成 23 条河流“一
河一策一图”环境应急响应方案，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化解，整
治一般隐患 2300 项、重大隐患 70 项。

废弃的矿坑“吐”出新绿，臭水沟变成景观河，湛蓝的天空
变成日常景致，环境“气质”与“颜值”不断提升……放眼三晋
大地，全民共享更多好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逐渐成为最动
人的画面。

成绩令人欣喜，更催人奋进。昂首阔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省将竭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持续
绘就表里山河生态底色、三晋大地美丽容颜、人民群众幸福生
活的和谐壮美画卷。 王花

本刊讯 为进一步推
进大同市重点排污单位在
线监控监测相关工作，加强
重点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如
期完成全市已纳入生态环
境部自动监控管理重点排
污单位的自动监测设备安
装联网以及数据传输交换
工作，10 月 10 日，大同市重
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监测
专题工作推进会在市生态
环境局召开。

会议强调，要强化落
实，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一是各县区分局要坚持
严格执法与帮扶指导相结
合，全面加强对现场检查发
现问题的跟踪指导，积极协
调推动问题解决。通过送政

策、送技术、送服务，切实提
高企业管理者法律意识，督
促企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提升环境管理水
平。二是生态环境执法、监
控、监测力量要加强沟通合
作和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
力，继续发挥好典型案件的
震慑作用，形成以点带面的
促进作用。三是各县区分局
要坚决杜绝“以停代治”等
敷衍应对做法，坚决禁止

“一刀切”，要结合实际多措
并举，帮助企业制定“一企
一策”方案，对标先进企业，
对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完
成联网和数据传输任务，切
实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

（张溹月 工妍芳）

大同市召开重点排污单位
在线监控监测工作推进会

“从破、乱、旧、窄、挤到山清水秀、空
气清新，兴县的变化真大！”9 月 16 日一
大早，从太原来兴县出差的李先生从南山
公园步道下来，沿着蔚汾河一路向西，感
慨地说，“这条河的变化真大！水活了，城
市就活了。”

话音间，热衷于晨练的当地市民白先
生沿着步道从远处跑来，“原来的蔚汾河，
又脏又臭，基本不来河边跑。现在几乎每
天都来，看着蔚汾河两岸越来越美，跑起
来也更舒畅，心情很好。”

蔚汾河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兴县深
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主战场之一。近年
来，兴县在水治理上接续攻坚，不断发力，
强化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统筹”，
强力推进饮用水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
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五水同治”。通过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快夯实
治污基础，有力促进全县水环境质量的再
巩固再提升。

天蓝山绿，水秀如画，兴县着力构建
的水环境治理新格局效应初显，革命老区
处处展现出生态文明之美。

一张日新月异的“名片”

蔚汾河发源于岚县野鸡山，全长 81.8
公里，流域总面积 1462.55 平方公里，其
中兴县境内流长 55 公 里，流 域面积
1249.11 平方公里。

兴县地处吕梁山区，山地多，平原少。
沿河两岸并不宽阔的河谷带上，村庄和县
城逐河而建。

然而，曾经的蔚汾河，无论是在本地
人还是外地人眼中，都是一条难以忍受的

“臭水沟”。因为工作关系，李先生常年往
返太原、兴县两地。十六年间，他切身感受
到了老区兴县正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特别是眼前的这条蔚汾河。

“夏天路过时，臭气熏天，蝇虫飞舞，
让人对城市的印象大打折扣。”回忆起初
见蔚汾河的场景，李先生仍记忆犹深。

土生土长的兴县人，对蔚汾河的感情
也很复杂。

刘强从小在蔚汾河边长大，这条河
里，有着他上山掏鸟下河捞鱼的儿时时
光。后来，随着沿河人口和养殖企业的增
加，生活污水、养殖粪便直排河道，蔚汾河
的水质越来越差。“河水越来越脏，越来越
臭，什么都往里面倒，大家都躲着河边走，
臭得受不了。”

作为贯穿兴县县城的主干流，蔚汾河
的治理，直接关系着整座城市的气质与品
质。近年来，兴县在控源截污、点源和面源
治理、底泥清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蔚汾河水质提升改善取得明显成效。启动
实施的蔚汾河综合治理项目更是弥补了
兴县城区“无水无河无景观”的短板，形成

“空—地—水”三位一体的观光新模式。
同时，兴县还先后实施了蔚汾河城区

段治理修复、南山山体绿化，新建了蔚汾湿
地公园、双拥公园、蔡家崖公园，在改变全
县生态环境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市容市貌，
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夜幕下的蔚汾河两岸，霓虹闪烁，美不
胜收。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正成为兴县一张
日新月异的“城市名片”，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道循序破解的“难题”

兴县治水，有着“壮士断腕”的勇气。
兴县境内的蔚汾河、岚漪河、南川河

纵横交错，由于历史原因，工农业产业没
有科学规划，河道水质每况愈下，给当地
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
蔚汾河国考断面因水质问题多次被中央

环保督察组通报。为此兴县利剑斩污，关
闭了一批重污染高耗能的中小企业，并统
一规划了工业、农业园区，并对照中央、
省、市的有关精神对沿河两侧的所有养殖
企业进行了取缔搬迁。

工业废水、养殖污水的问题控制住
了，生活污水则成了一道新的难题。

“新城区的污水收集、雨污分流的设
施上都有配套，也都达标了。难就难在旧
城区。”说话的是兴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运
营方———山西猗顿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兴县污水处理分公司的总经理武银强，
只见他正忙着查看当日污水处理的最新
数据，“还好，有了新建的第二污水处理厂
可分流一部分，目前这里每日污水进水量
达 1.2 万吨，在正常可控范围内。”

据了解，兴县第一污水厂一期工程于
2010 年 5 月开工建设，10 月投入运行，设计
规模日处理生活污水 0.75 万立方米，后经
提标扩容，年处理污水量达 1.5 万立方米。

几年前，当面临峰值 2 万立方米的污
水进量时，武银强也曾一筹莫展。

为解决第一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兴县
在该厂附近新筑容量约 2 万立方米的临
时污水收集池一个，对污水处理厂进水溢
流口实施封堵或闸阀管控。同时，上马了
第二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

如今，第二生活污水处理厂已进入最
后调试阶段，设计日处理量 1 万立方米。
这样所有在城区管网内的生活污水实现
了 100%全处理。

同时，兴县的污水处理网络，正延伸
至园区、乡镇和农村。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兴县经
开区兴兴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兴中对其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的精妙形容，该污水处理设施也是当
地政府招商引资让企业“一站式”拎包入
住的配套建设项目。

据悉，该污水处理设施于 2021 年 8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设计标准为日处理污
水 500m3，处理工艺为“A+O+MBR”，废水
经处理后全部回收再利用，不外排。

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不
足的问题，2022 年，兴县开展了除蔚汾镇
外的 6 个建制镇污水处理工程及管网配

套工程。
在固贤乡固贤村，农村生活污水和养

殖废水无序排放河道，一度让村南的南川
河常年水质堪忧，也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一道生态短板。

南川河是蔚汾河的支流。在村民们的
记忆里，以前的南川河水很多，夏季下河
摸鱼，玩得很惬意。后来，上游工矿企业的
废水和附近养殖场的废水直排河道，河水
变得黑漆漆，环境很差。再接着，企业关
了，养殖场管了，水质还是没见好起来。

后来，当地政府根据固贤村村内山坡
地势、现场选址等实际情况，并结合污水
排放量，设计建设了 3 座污水处理站，污
水处理量分别为 80m3/d、60m3/d、10m3/d。
2021 年 10 月 21 日，污水处理站正式竣工
运行，有效解决了全村的生活污水问题，
村庄环境得到了质的提升。

一场水秀山清的夙愿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是谋划发展、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多年来，兴县按照
国家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要求，
组织开展入河排污口再排查再整治专项
行动。通过“一口一策”整治，坚持分类治
理，并启动实施污染源、入河排污口、国考
断面一体化智慧化管控平台项目，对蔚汾
河、岚漪河等支流入河排污口实施统一监
管，提升入河排污口管理水平。此外，还在
蔚汾河、岚漪河沿线新建生活污水排污管
道，将生活污水全部引入污水处理场，持
续维护河流良好生态，确保了蔚汾河岚漪
河、汇入黄河前水质达标。

岚漪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周边聚集
着大量的厂矿企业。守住岚漪河的水质安
全，不仅有当地政府的持续发力，也有企
业的主动担当和作为。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斜沟煤矿是兴县
第一家主动申请封堵排污口的企业。其自
建的污水处理厂，对矿井污水和生活污水
全部深度处理，实现了“污水零外排，水资
源全部循环利用”目标。

据了解，斜沟煤矿的污水处理厂是山
西焦煤集团标准化污水处理厂之一，其矿
井污水处理车间建成于 2010 年，2015 年进

行升级改造，日污水处理能力 1.5 万立方
米，水源主要来自井下开采过程中产生的
污水和地质性涌渗水。当水质达到回用标
准后，再次复用于井下生产与消防用水，部
分经反渗透过滤后回用于生活用水。

黄河中游蔚汾河兴县段水质提升和
生态修复工程是中央和省、市重点支持的
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 25192
万元，设计日处理河水为 9 万立方米。该
工程通过建设多功能稳定塘、河道水平潜
流湿地工程、河道表面流人工湿地工程、
水利泄洪槽工程、BAF 水质提升工程和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对蔚汾河水质进行水质
提升、生态修复，处理后的水质达到《水环
境质量标准》V 类水质要求。

“对蔚汾河水质进水把关处理，确保
蔚汾河排入黄河的水质达到考核标准。项
目的建设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兴县有机
物和富营养化元素的含量，改善水体环
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下游断面水体复
氧能力，提高下游水体环境容量。”吕梁市
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项目后期还可配套建设相应旅游休闲设
施，相邻蔡家崖晋绥革命纪念馆，可促进
兴县旅游业的发展，保护县域内的生态环
境，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这场水秀山清的夙愿，在兴县正一点
一滴凝聚成触手可及的实现。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兴县城区
累计配套建设生活污水搜集管网 74.2 公
里，其中雨污分流管网改造 18.8 公里。全
县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到 91%和
80%，3 个国省考断面全部达到芋类或优
于芋类水体，19 个县乡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均为 100%。

今年 4 月 8 日，在兴县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兴县县长梁文壮
表示，兴县将着力实施绿色低碳县城暨蔚
汾河及沿岸风貌提升、蔚汾河蔡家崖段生
态综合治理、蔚汾河（城区东段）防洪排涝
及水质提升生态综合治理、黄河流域蔚汾
河下游（碧村段）生态综合治理、蔚汾河岚
漪河水质自动监测体系建设等十大工程，
推动流域水体深度处理和生态修复。

初秋的蔚汾河两岸，晨练市民正沐浴
着朝阳，开启朝气蓬勃的一天…… 新华

兴县：擦亮生态名片 守护碧水安澜

姻 本刊记者 弓建军

从废弃矿山到绿水青山的嬗变
———寿阳县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纪略

金秋时节，壮美的青山绿水间弥漫着
丰收的气息。

在寿阳县生态修复治理后的耕地上，
种植的玉米进入了成熟期，露出了金黄色
的饱满颗粒。

“我们通过对废弃露天矿山进行生态
修复，其中治理后耕地面积达到 19.3273
公顷，按亩产玉米 500 公斤计算，年可增
加粮食产量 144955 公斤。而这只是寿阳
县生态修复治理成效的一个缩影。”寿阳
县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说，寿阳县积极
探索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模式，将生态修复
与土地整理、土地复垦相结合，把昔日的
荒山裸地变成了青山绿水环绕的“聚宝
盆”，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的多赢。

一个个“乱石窝”如何嬗变成“聚宝盆”？
据了解，此次寿阳县废弃露天矿山生

态修复工程项目涉及自然资源部下发图
斑 21 个，总面积 123.24公顷，通过现场勘
察，确定最终治理面积 134.47 公顷。这次
修复工程分为两期进行，从 2022 年 9 月
25 日开始，历时 2 个月，于当年 11 月 5 日

通过全面整改后完成工程竣工，治理后项
目区内原有的采矿用地、其他草地、其他
林地全部转变为耕地、园地、林地，生态环
境得到很大改善。

土地治理让“乱石岗”变良田。
走进治理区，站在山岗上，一眼望去，

高处绿树环绕，低处梯田层叠，呈现出一
派五谷丰登的富美景象。

“这里原来是一片片废弃的矿坑，连
草都不长，现在这里的环境彻底改变了，
不但变美了，还种上了粮食，收入也增加
了。”当地村民笑呵呵地说。

自开始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寿阳县自然资源局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山水林田湖
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
复为主、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宏观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确保项
目实施后灌溉用水，保障了抗旱、排涝能
力，既完成了矿山修复任务，又补充了耕
地需求，为粮食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项目区土地复垦方向要不低于损毁
前土地利用现状，复垦方向为耕地和林
地。整理露天采场 14 个、治理堆渣场 2

处、修复工业场地 6 个，消除地质灾害隐
患点 22 个，边坡治理 7 个共 3 万立方米，
破损山体植被恢复 15 处 87.76 公顷。实际
完 成 修 复 136.7559 公 顷 ， 其 中 耕 地
19.3273 公顷（其中复垦耕地面积 18.9497
公顷，原有耕地 0.3776 公顷改良），恢复园
地 0.4183 公顷，恢复有林地 45.4365 公
顷，灌木林地 63.1756 公顷，修筑道路长
5447 米（面积约 21780 平方米）；柔性水渠
长 4354 米（面积约 5450 平方米）；浆砌石
水渠长 4521 米（面积约 3366 平方米）；浆
砌石挡墙 1338 米（面积约 670 平方米）。
设置监测点 204 个，地质灾害点 127 个，
为施工提供安全和技术保障；设立水文监
测点 2 个，土壤监测点 3 个，植被监测点
41 个，确保生态恢复治理实现预期效果，
防止原生态系统退化。

“依据项目区实际情况，利用修复后
耕地 19.3273 公顷，有林地 45.4265 公顷，
灌木林地 63.1756 公顷，按照每年耕地 0.8
万元/公顷、林地 0.6 万元/公顷的经济效益
计算，治理后土地每年可产生经济效益约
42.41566 万元。”寿阳县自然资源局工作
人员说。

为了完成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有效，
工程管理做到了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
的跟踪审计，工程预算总投资 4221.61 万
元，实际完成投资 3684.82 万元，直接节省
资金约 536.79 万元。

通过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提高矿山地
质环境稳定性，达到了消灾减灾的目的，
降低矿区大气中的扬尘总悬浮颗粒物含
量，改善周边生态环境状况，改善视觉污
染；通过边坡治理土地复垦，盘活利用废
弃矿山土地资源，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通过植被恢复改善关闭矿山生态环
境，扼制了私挖乱采现象的发生和杜绝盗
采国家资源行为等破坏生态突出的问题
发生。

“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是一项硬任
务，我局将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作风、
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措施抓好落实，
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
和态度投入到此项工作中来，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以只争朝夕的态度推进工
作，全面压实责任，切实把露天矿山生态
修复抓紧、抓实、抓到位。”寿阳县自然资
源局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