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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刊记者 隋萌

万荣：做好生态答卷 重现大河风光
黄河，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她冲出晋

陕峡谷，在晋西南平原调头东去，形成了
一个温暖的臂弯。而万荣，正是依偎在母
亲臂弯中的宠儿，头枕日夜不息的涛声，
一如聆听母亲悦耳的催眠曲。于是，这方
热土便成为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万荣”
宝地。

汾河入黄口呈现“荣光幂河”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与黄河隔
山而望，千里相随，进入万荣县境内后并
行 20 多公里，在荣河镇庙前村会合，形
成汾河入黄口。初秋的清晨，站在万荣县
后土祠景区西侧的望河台上眺望，不仅
能领略到“荣光幂河”的祥瑞之兆，更能
欣赏到“一川锦绣，碧水清涟”的绝美画
面。

黄河小北干流万荣河段左岸一千多
平方公里的广阔县域，是一方神奇而古老
的热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但这
里具有典型的游荡特性，由于主流摆动频
繁，河床冲淤严重，素有“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之称。解放前，黄河在万荣河段
频频形成高崖坍塌，冲村毁田，迫使沿河
村镇多次搬迁。“汾阴古城”遗址的发现，
秋风楼、后土祠的多次搬迁，更是黄河东
侵、危害左岸县域的史证。

“传说轩辕黄帝曾在黄河岸边扫地为
坛，祭祀后土。如今扫地坛遗址便在后土
祠中，历史上后土祠曾被大水冲毁过三
次，搬迁过两次。”万荣黄河河务局原办公
室主任潘新杰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万荣人民操起
简陋的人力平车，不远百里，从县东孤山
脚下运石至黄河岸畔，筑岸垒坝，拦洪兴
利。经过半个世纪的连续治理和不断开
发，万荣河段的河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沿
河乡镇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尤
其是近年来，万荣汾河入黄口通过湿地改
造、生态廊道、古河道保护、生态防护林等
系列生态修复保护工程，以及一系列综合
治理和打击，万荣县已经形成了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有效治理的局面。

行走在汾河万荣段，沿岸斜坡扎着一
个个孔洞，孔洞里种满紫穗槐。“这样的孔
洞在万荣汾河左岸已经扎了 400 多万
个。”万荣县水利局工作人员解晓斌说，紫
穗槐有护堤防沙、防风固沙的作用，是固
坝护堤的“活钢筋”，400 多万颗紫穗槐扎
根岸边为汾河万荣段筑起了一道美丽的
生态屏障。

随着汾河流域（万荣段）生态保护与
修复综合治理工程的推进，该县通过建设
人工湿地、护岸工程、生态廊道、防护林等
系统工程，已将汾河两岸打造成植物种群
丰富、环境优美的生态绿色长廊。

水质向好引来候鸟蹁跹

汾河万荣段是汾河汇入黄河的最后
一道关口。如今，水清河畅岸绿的汾河生
态美景正在重现。走进庙前村，“一泓清水
入黄河”的大字赫然入目。

庙前断面监测站位于万荣县荣河镇
庙前村北、汾河庙前段 8 号与 9 号坝之
间，承担着汾河入黄河前最后一道水质监
测任务，位置重要，责任重大，是国家级断
面监测点，监管部门是生态环境部，2017
年 9 月原环保部在此立石刻碑。

庙前站融合了厚重的黄河文化和后
土文化，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厚重大气。该
站配置了 8 组在线监测设备，主要对水
温、溶解氧、pH、浊度、电导率、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化学需氧量、流量
共 11 项指标进行监测，及时掌握断面水
质状况，把握水质变化规律，为区域水污
染防治工作提供决策支撑。目前，庙前站
属于省控国考点，站点由省厅招标的第三
方负责运维管理，所有监测数据时时传输
到山西省水质监管平台；国家每月还派遣
第四方前来手工采样、分析比对，确保水
质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有了监测标准，万荣县治污也更有方
向。汾河沿线的 401 家“散乱污”企业在
2019 年前全部整治结束。“这两年不论是
国家级的监测数据，还是从我们自己巡
查、自动监测站得来的数据看，水质都是
不断向好，2020 年退出劣吁类之后，水质
得到持续巩固，好得时候，能达到芋类标
准水质。”吴效奎介绍。

过去由于当地沿黄群众法律意识不
高，非法采砂、非法伐木的违法行为时有
发生，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
坏。2021 年 3 月，省法院、省检察院在庙
前站设立黄河汾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
地，全省首家环境资源法庭在万荣法院荣
河法庭挂牌成立，主要受理涉及环境资源

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参与多元化解纠
纷，为黄河流域、汾河湿地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司法保障。

2022 年春季，有 300 多只白天鹅首
次做客、栖息汾河万荣段；2022 年 8 月
初，庙前站附近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娃娃鱼，庙前站是汾河入黄最后的水
质监测站，位置特殊重要，庙前站水质向
好，说明山西省汾河水质向好。

携水而歌奏出产业兴旺曲

行走在万荣，可以领略黄汾两河大河
之美，可以现场体验农耕文明之光，可以
实地感受特色产业之兴。

望河台位于后土祠以西，黄河与汾河
的交汇之处，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
段）的观景平台之一。2020 年，万荣县坚
持保护性开发，建起黄河观景台。望河台
绿化面积 93000 平方米，栽植国槐、金叶
榆、金叶复叶槭、白皮松等 30 多种耐寒、
耐旱、易养护的彩化树种。站在望河台上，
西望三秦，北眺龙门，南瞻潼关，万吨粮
仓、万亩荷塘、万亩水产、万亩湿地等自然
美景尽收眼底。

北辛舍利塔观景台位于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万荣段）的最高点，是黄汾岸畔一
颗耀眼的明珠。万荣县委、县政府因地制
宜、因势造景，建成了 50 亩观景平台、30
亩游客服务广场、400 米步行栈道、40 亩
花海，完成了 200 亩荒山荒沟生态修复，
让北辛舍利塔观景台成为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的生态平台、黄河一号旅游公
路的休息平台、农旅融合的休闲平台、巡

河望麦观鸟看花的观景平台、防洪抗洪的
指挥平台。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按照“专用
性、安全性、智慧型和环境友好型”旅游公
路建设思路，总投资 7.22 亿元，新改建道
路 90.36 公里，着力打造出打造黄河流域
绿色生态大廊道，优化了黄河一号旅游公
路沿线的生态环境和道路景观效果，构筑
了集湿地、河湖、农田于一体的生态屏障，
吸引了众多民众慕名前来。

今年，万荣县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在荣河镇滩涂开展了水
稻新品种制种、繁育和稻麦轮作品种筛选
等 20 余个品种的试验示范。记者从万荣
县农业农村局获悉，黄河滩涂水稻新品种
制种试验获得成功，检测结果显示结实率
可达 70%以上，亩均产量超过 1300 斤，这
标志着万荣县在河滩水稻种植领域取得
重大突破。

国家品种审定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从合说，这是全国首次在黄河流域水
稻制种取得成功，不仅为在万荣发展 10
万亩水稻制种繁育基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更将打破以前的单季水稻种植模式，实现
黄河流域稻麦轮作的种植模式，大大提升
农户种植效益。

全省人民做答卷，万荣人民交答卷。
万荣作为汾河汇入黄河的最后一道关口，
改善汾河水就是改善黄河水。如今，这里
碧波荡漾，一派大河风光。万荣交出了黄
汾流域（万荣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优异答卷，让“一泓清水入黄河”成为万荣
高质量发展的最好阐释。

本刊讯 11 月 14 日，从省自然资源厅传来消息，
我省省级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已全面铺开。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是指对水流、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海域、无居民海岛等以上各类自然资
源的所有权和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统一进行确权登记。
此举是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2020 年 5 月 9 日，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山西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
案》，要求实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对全省范
围内各类自然资源统一进行确权登记。

近日召开的省级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专题
动员部署会通报了 2021~2023 年省级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项目进展情况，分析研判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会议指出，我省经过
前期实践探索，结合国家最新要求，现已分类型、分阶
段制定出各项工作的标准要求，进一步明确项目实施
方法和路径。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
当，配备一流队伍、展示一流作风、打造一流成绩，按照
目标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要建立“通报激励机制、
分类破题机制、部门联动机制、调度协调机制、三三联
建机制、宣传报道机制”6 项工作机制，紧盯时间节点，
倒排项目工期，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要加强项目全周期流程管理，切实做好项目保密管理、
档案管理、绩效管理和诚信管理，确保程序扎实、成果
翔实、数据安全。 （王佳丽）

全面铺开省级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黄河万荣段。 图片由万荣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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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生态环境部等 11 部
门 11 月 7 日公布《甲烷排放控制行
动方案》，明确提出“十四五”和“十
五五”期间甲烷排放控制目标。这是
我国开展甲烷排放管理控制的顶层
设计文件。

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甲烷
排放控制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逐
步建立，甲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监
管等基础能力有效提升，甲烷资源
化利用和排放控制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种植业、养殖业单位农产品甲烷
排放强度稳中有降，全国城市生活
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和城市污泥无害
化处置率持续提升。

按照方案，“十五五”期间，甲烷
排放控制政策、技术和标准体系进
一步完善，甲烷排放统计核算、监测
监管等基础能力明显提升，甲烷排
放控制能力和管理水平有效提高。
煤矿瓦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种
植业、养殖业单位农产品甲烷排放
强度进一步降低。此后，石油天然气
开采行业力争逐步实现陆上油气开
采零常规火炬。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甲烷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具
有增温潜势高、寿命短的特点，主要
来源于煤炭、油气生产、农业和废弃
物处理等领域。积极稳妥有序控制
甲烷排放，兼具减缓全球温升的气
候效益、能源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效
益、协同控制污染物的环境效益和
减少生产事故的安全效益。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组织落实好方案，不断
夯实基础能力，加强甲烷排放管理控制，处理好甲烷管
控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保障人
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积极推动落实重点领域甲烷管
控任务与措施，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积极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 （高敬）

省自然资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