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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西最美林区之五台、管涔林区———

绿色接力，守护万顷林海
林海苍翠连绵，松树咬定青山，绿草

如茵铺展，野花芬芳斗艳……五台山、管
涔山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向世
人展开一幅幅生态发展的新画卷。近日，

“首个全国生态日媒体走进最美林区”采
访团一行，走进山西省五台山国有林管理
局、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部分林场，观摩
造林工程，感受绿色奇迹。

天然氧吧，林海风景美如画

10 月 20 日，采访团一行从宁武县城
乘车通往管涔山林管局马家庄林场山路
上，一只觅食的浓褐色褐马鸡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

褐马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栖
息在以华北落叶松、云杉次生林为主的林
区及华北落叶松云杉、杨树、桦树次生针
阔混交林中。而马家庄林场标准林是山西
省乃至华北地区森林资源的精华，被誉为

“华北落叶松故乡”“华北绿色明珠”。
“管涔山是褐马鸡种群主要栖息繁衍

地，褐马鸡也是管涔山的标志性野生动
物。近年来，我们加强栖息地保护，建立自
然保护地，为褐马鸡等野生动物提供了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其种群数量现已稳步
上升。”随行的山西省管涔山国有林管理
局副局长王少渊介绍道。

一路上山上开始呈现连片的森林，越
来越多，越来越密。当汽车驰进马家庄林
场，就被铺天盖地迎过来的绿海吞没了。

“游万亩林海、观独木穿石、寻千年暗河。”
采访团一行进入管涔山林局马家庄林场
标准林就焕然醒目。

步入马家庄林场，斑驳林海直插蓝
天，林海如毯，云雾如纱，落叶松天然次生
林高大挺拔，长势喜人，郁郁葱葱，蔚为壮
观。

“竖耳聆听，竟然听到了地下暗河流
淌的‘哗哗’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这
里是三晋母亲河———汾河的发源地，是

‘华北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生态
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漫步在芦芽山间，耳边没有都市的嘈
杂，只有松涛，清新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
令人心旷神怡。“吹拂着清风，呼吸着天然
氧吧释放出的清新空气，几分悠闲，几分
愉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马家庄林场场长罗志强介绍，管涔
林局标准林位于马家庄林场落枝湾，平
均海拔 2200 米，年降水量 700~900 毫
米，无霜期 90 天，为高中山天然林区。标
准林是以华北落叶松为主的天然次生
林，面积近 1 万亩，林相整齐，干型通直，
材质优良，平均胸径 30 厘米，树高 25
米，亩蓄积量 24 立方米，是山西最优良
的华北落叶松种质资源和基因库。据统

计，2015 年，标准林亩均蓄积量高达 28
立方米，是全省有林地亩均蓄积量的 10
倍。标准林内有优美的森林景观、常年流
淌的千年暗河及自然奇观独木穿石等 10
余处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近年来，管涔
山国有林管理局立足资源禀赋，在这里建
成了“芦芽山森林康养基地”。

此外，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羊圈沟林
场大梁林海绵延 3 万余亩，是管涔山国有
林管理局森林资源的精华所在，主要由约
70%的云杉和 30%的华北落叶松组成。树
龄 50~100 年，平均树高 18 米，胸径 24 厘
米，亩蓄积量约 17 立方米。大梁林海林相
好，景色美，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摄影爱好
者驻足观赏，感受松涛林海。

精细治理，筑牢绿色根基

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金岗库林场紧
邻五台山，占据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位置。

眼下气候干燥，正是森林防火巡查
的关键时期。金岗库林场巡护队和管护
站工作人员兵分多路，仔细巡查、排除隐
患。

“秋冬季是封山期，禁止入山。”发现
有人进山，林场相关工作人员会出面劝离
山林，即使是小烟头也可能引发火情，林
场还采用远程红外摄像头，24 小时监控森
林防火，眼下重要的就是防患于未然。

金岗库林场射虎川观摩点实施总面
积 1000 亩，目前已全部种植完成。为完成
造林任务，林场围绕“一环两关四河”生态
建设布局，推进“一场联三乡”机制，大力

发展“场地”合作造林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战略。结合当地立地条件，科学确定
混交比例与混交模式，采用阔叶树针叶树
混交，对原有乔木树种采取修枝抚育，对
原有灌木树种沙棘实行改培定株；在树种
的选择上，按照实地适树的原则，大力发
展乡土树种。

此外，抢抓春季气温回升的有利时
机，在土壤解冻后，及时进行顶凌栽植。在
整地上采取鱼鳞坑整地，严把整地深度。
在起苗上，紧抓环节，做到起苗不伤根，运
苗不干根。在栽植上，采用无人机运苗、履
带式运苗车的方式提高运苗效率，并采取
了石片、地膜以及生物覆盖等措施来提升
造林成活率。

据悉，金岗库林场今年人工造林总任
务为 1.2 万亩，其中精品造林完成 4000
亩，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

万亩松林郁郁葱葱，山西地变林海的
绿色奇迹，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门限石
林场持续创造。

门限石林场场长张军介绍，门限石
林场承担 2023 年太行山生态保护和修
复人工造林总任务 10200 亩，其中精品
造林 3500 亩。2023 年人工造林观摩点位
于门限石乡横岭村，人工造林规模 1110
亩，全部为精品造林，主要栽植树种有云
杉、油松、樟子松、侧柏、山桃，目前已全
部完工。

为扎实推进国土绿化取得成效，门限
石林场坚持“五个科学”举措，一体化推进
林场增绿、扩绿、补绿。林场科学规划设
计，即严格按照土地属性进行造林设计，

因地制宜，全部采取割灌造林，高标准要
求，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并按
照“造林先造隔离带、绿化留足防火道”的
要求，沿沟谷、按山系、围林班规划建设防
火隔离带。

“羊圈沟林场经营总面积 13.27 万
亩，活立木蓄积量 133.31 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 78.7%。”羊圈沟林场场长余凯介
绍，这里的树种主要为云杉、华北落叶
松，灌木有绣线菊、黄刺玫等，经营区内
林地立地质量好，生长潜力大。抚育中，
林场以培养目标树为主，结合人工修枝
等抚育措施，伐除影响目标树生长的同
类树种和其他病死木、枯死木等，间密留
梳，去劣留优，为保留木创造适宜的生长
空间。

近十年来，羊圈沟林场对林相较差、
密度不均的 2000 余亩森林进行了不同强
度的 3 次抚育作业，改善了林木生长环
境，提高了森林质量，为全局森林抚育工
作树立了样板。如今的林场，现有林分趋
于复层异龄的稳定性结构，实现多功能森
林经营目标。

“林草兴则生态兴”。近年来，我省林
草系统以林长制为抓手，压实保护发展林
草资源党政责任；以科学绿化为遵循，厚
植全省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以立法保护
为保障，以本质安全为底线，以生物多样
性保护为牵引，以绿富同兴为宗旨，聚焦
增绿，着力转型，全省林草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2022 年，全省超额完成年度营造林
目标任务，人工造林 350.1 万亩，位居全国
第一。

姻本刊记者 马骏

以高标准要求促进高质量发展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偏关分局

本刊讯 今年以来，忻
州市生态环境局偏关分局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工作理念，全方
位、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以高标准环保促进高质
量发展，持续改善全县环境
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
努力建设绿色偏关、生态偏
关、美丽偏关。

该局结合县域实际，认
真落实省委和市委中心工
作会议部署，以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强化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
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积极创建“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深入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与

“三绿”发展战略深度融合。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
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采取
有力措施推广清洁能源生
产使用, 促进资源节约集约
循环利用，全力推进以“煤
改电”、热电联产为主的清
洁取暖工作，新建生物质发
电厂取代供热锅炉，县城建
成区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
97%。有效控制交通、建筑等
领域碳排放，建设绿色低碳
交通运输体系，推动绿色建

筑创建，绿色生活、绿色出
行已成为偏关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实践。一是坚持精准、科
学、依法治污，以更高标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
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
战和净土保卫战；二是全面
完成市下达年度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坚持开展夏季臭
氧污染防治攻坚、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柴油
货车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扬
尘综合整治等行动；三是全
面消除劣五类水体，实现

“一泓清水入黄河”，深入实
施突发水污染事件“一河一
策一图”，全面消除建成区
黑臭水体；四是加快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
地建设，实施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提质改造，圆满完成城
镇雨污分流改造，切实改善
人居环境；五是坚决守住水
源地生态安全底线，强化

“三线一单”硬约束，以底线
思维防范生态环境安全风
险，以高标准环保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张莹 张勇）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
有限公司位于蒲县东部的乔家湾镇
盘地村一带，行政区划属蒲县乔家
湾镇管辖，生产能力 60 万吨/年，井
田面积为 5.3485 平方千米。

矿井水处理：生产区建设有一
座 65m3/h 的矿井水处理站，2021
年 12 月投资 185 余万元对矿井污
水处理站进行了扩能改造，矿井水
处理工艺为化学预沉+过滤+超滤+
消毒，处理后的水质达到地表水芋
类标准。处理后的矿井水回用于井
下。

生活水处理：建有一座生活污
水处理站，生活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为 15m3/h，采用 A2O+MBR 膜处理
工艺，处理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3838-
2002）一级 A 标准。处理后的生活
污水用于黄泥灌浆及洒水绿化。

固体废物治理：公司建有矸石
填埋场，占地面积 1.87 公项，边坡
及平台全部按要求压实覆土并进

行绿化，且运矸道路已全部硬化。
矸石运输时车辆有电动篷布实现全
覆盖无抛洒运输。

生活垃圾及危废治理：公司与
山西鸿翔环卫保洁有限公司签订了
生活垃圾处置协议，对生活垃圾进
行收集处理。与有危废处置资质的
单位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将公司
产生的危废交由有资质的公司进行
处置。

空气质量治理：筛分车间配备
有布袋除尘器，煤炭输送时全部采
用封闭式皮带走廊，并在各转载点
安装洒水喷雾装置。建设有 2 座全
封闭储煤筒仓，总储量 11600 吨。
针对扬尘，公司矿区道路已全部硬
化，并配备洒水车。采暖采用 2 台
6T 天然气锅炉并配备了低氮燃烧
器，职工洗浴使用 2 台空气源热泵，
大大减少了空气污染。

噪音治理：对生产噪音大的设
备安装了消音器，设备全部采用基
础减震处理。 范晓震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狠抓生态治理 推动绿色发展

金秋时节的吕梁，山青、水秀、天
蓝、河畅、岸绿……这一切来自该市大
力抓好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中部引
黄县域水网工程、重大生态治理修复
工程“三大工程”，以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探索与实
践。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绿
水也是幸福。近年来，吕梁市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现在的
吕梁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空气更
清新，保护生态理念蔚然成风，人民群
众对美好环境的期待逐步变为现实。

力促“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

饮水思源，黄河岁岁安澜是吕梁
百姓的共同心愿。今年 6 月，一场盛大
的环保盛会在吕梁市世纪广场举行。
2023 年六五环境日“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主题活动暨“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程正式启动。

近年来，吕梁市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作专班，并结合实际制定
了《“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按
照省委安排部署，今年该市涉及 36 个
工程，年内要开工建设 30 个。

为保证工程稳步有序推进，市工
作专班办公室制作完成了“3 张图+1
张表”，分别为吕梁市“一泓清水入黄
河”工程分布图、吕梁市国控断面分
布图、吕梁市“污水处理厂、管网改造
和湿地”三类工程分布图和工程项目
统计总表。吕梁市研究制定出项目资
金筹措方案和奖补资金方案，并通过
统筹财政资金、争取专项债、引入金
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途径，多措并举
拓宽融资渠道，保障项目资金。市专
班办公室严格对标对表，实行“一月
一调度”“重要环节日调度”机制，通
过组织对相关工程推进情况及时开
展现场督导检查，对部分逾期未开工
项目进行重点督导，进行调度分析研

判，及时跟踪工程进展情况。同时吕
梁市科学调整项目，坚持优先推进直
接影响断面水质的骨干工程建设、优
先推进市县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
优先推进影响水质问题的重大工程
建设“三个优先”原则，全面梳理全市
项目，切实推动全市“一泓清水入黄
河”工程落实落地。

推进中部引黄县域水网工程

走进交口县双池镇中部引黄交口
县域小水网工程建设现场，施工人员
正在紧张工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
景象。

中部引黄工程是我省确定的重大
民生工程，覆盖吕梁、忻州、临汾、晋中
共 4 市 16 县，涉及吕梁市 9 个县（市、
区），吕梁市新建分水口 14 个，水库
20 座，管线 17 处 902 公里，总投资达
104.6 亿元，分近、远两期进行。项目建
成后，对全市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程启动以来，吕梁市大力推进
县域水网配套工程建设。市水利局紧
盯前期审批、项目开工、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资金筹措等关键节点，成立工
作专班，制定保障措施，加强调度会
商，加大考核力度，强化过程管控。市
级工作专班充分发挥协调指导作用，
细化任务，明确分工，同向发力，共同
推进。相关县（市、区）把县域水网配套
工程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牢牢抓住
当前金融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利
好政策，与金融部门频繁对接，积极争

取债券资金和银行贷款，落实建设资
金，紧盯项目立项、政策配套、目标任
务，加快施工进度，推动实现大小水网
同步建设、同步大小的目标，确保年底
实现有效供水，力争为全省县域水网
配套工程建设创造“吕梁经验”“吕梁
模式”。

“黄河水的引入，为吕梁带来了亟

需的水资源支撑，也为吕梁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水源后盾。我们将紧扣年
底前，兴县、临县、柳林、中阳、离石五
个县区全部实现为企业供水的目标，
加快工程建设力度，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确保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市水利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抓好重大生态治理修复工程

若是在盛夏，行走在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兴县段，两边的山坡上青葱翠
绿。远远望去，山上草木繁盛，一棵棵
树木挺拔直立。近岸处，绿草如茵，水
满草丰。两岸秀丽的风景与奔涌的黄
河相伴，显得格外和谐壮美。

吕梁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
地貌，梁峁交错，沟壑纵横，森林植被
稀少，生态基础极为脆弱。根据国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吕梁市选择紧邻黄河右岸且集中
连片的临县、柳林、石楼 3 县实施“高
质量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并根
据要求组织编写了《山西省黄河流域
中游（吕梁段）高质量国土绿化试点
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启动了吕梁山
西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
吕梁山西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吕梁有史以来
争取到最大的投资项目，在吕梁发展
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省 3 市
14 个县市区，涉及吕梁 7 个县区，覆
盖国土面积 1.34 万平方公里，占全市
国土总面积的 63.8%。该项工程成为

构建吕梁山生态屏障，建设绿色吕梁、
生态吕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
又一项重要民生工程。

近年来，吕梁全市上下紧紧抓住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机遇，全面建立和推行“林长
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构
建起全流域布局、按山系治理、整区
域推进的工作格局，区域生态环境承
载力和生态功能明显增强，生态环境
质量呈现出全面改善、稳步向好的态
势。全市累计投入造林资金 30 多亿
元，相继实施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
天然林保护等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
完成造林 330 万亩，其中完成退耕还
林 236.7 万亩。

“今年，我市林草工作将围绕‘力
争森林覆盖率年均增 1 个百分点’的
目标，大力实施‘—廊两带’战略，开展
国土绿化，加快推进国家储备林、吕梁
山生态保护和修复等重大项目，启动
吕梁山西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
合治理和国家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
目，实施304.1 万亩林草生态建设项
目，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
区。”吕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刘子璇

守护绿水青山 擦亮生态底色
———吕梁市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刊讯 为切实加强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提升应
急响应能力，有效杜绝各类
辐射事故发生，11 月 3 日，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按照《山
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3 年辐
射事故应急综合演习计划》
的要求，与省生态环境监测
和应急保障中心、大宁县政
府、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
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在大宁
县联合举行了“平安临汾
2023”辐射事故应急演习。

此次演习按照“信息报
告、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响
应解除”等步骤进行，采取
应急监测、采样检测、专家
研判、打捞封堵等程序开展

“一案一景、实兵实装”综合

处置。演习全程既检验了辐
射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
预案的可行性、有效性和科
学性，也检验了临汾市应对
辐射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能
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核与辐射安全是一项
底线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健
康安全。此次演习既是一次
总结检验和实战练兵，更是
全面做好核与辐射安全工作
的新起点。”临汾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将以此次演习
为契机，进一步抓好辐射安
全监管、风险隐患排查、应急
能力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切
实防患于未然，做到“无急可
应、有急能应、凡应必胜”。

（刘超）

举行辐射事故应急演习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

管涔山一景。姻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