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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黄土地上的绿色嬗变
“九曲黄河十八弯，首肯碛口金银

山”。碛口古镇就像一块金黄色的琥珀，
镶嵌在被黄河巨浪冲击而成的峡谷中。
记者走进碛口古镇，放眼望去，古镇依山
就势，站在黄河岸边沿着石板路远眺，只
见密密麻麻排列着的数十家旧店铺遗
址，大型粮油货栈、四十眼窑院、贸易局、
厘金局……浩瀚的黄河在晋陕大峡谷之
间奔流，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
独有的风貌，过去的繁华在碛口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河碛口段由北而来，湫水从东而
至，卧虎山横亘镇北，黑龙庙雄峙河东，山
的气势与河的雄浑，勾勒出了一幅“虎啸
黄河，龙吟碛口”的壮丽图景……

近年来，临县作为我省黄河流域治理
的重点县，认真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坚定不移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走廊建设，高站位谋划、高标准
推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以工程和治理
项目为抓手，全力守护母亲河，确保实现

“一泓清水入黄河”。

山绿民富 筑牢黄河屏障

古时，碛口古镇是我国的军事要地，
明清至民国年间，凭借着黄河水韵一跃成
为了我国北方著名的商贸重镇，西接陕、
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为东西经济、
文化之枢纽。据记载，商贾云集，店铺林
立，一街灯火，昼夜辉煌，它不仅成为东西
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更是晋商商铺、字号
密度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如今，碛口古镇随着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的建成，这里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周
边的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在节假日
期间，大型实景剧《如梦碛口》更是场场
爆满。在这里经营着一家客栈的孙先生
说：“由于近几年黄河水治理得非常好，
河水不仅清了，就连我们的生意也好做
多了，尤其是今年暑假，这里的客房都供
不应求。”

不仅碛口古镇的水量丰起来、水质清
起来，位于黄河岸边的临县克虎镇高家
湾村也成了绿植“海洋”。“以前，这里石
质荒山多，山体坡度大，立地条件差，在
这里栽树是不现实的。为了能让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人就地取材，把附近的石
头凿烂垒成石坑把土回填，树栽上然后
再浇水。不仅如此，合作社社员们还想
尽各种办法垒坑堆土、加固树坑，用背
篓吊绳运送树苗，从落差一百米的河里
抽水浇树，全力让斜坡陡壁上布满绿
色。”临县淼造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
平旺对记者说。

高家湾村属于黄河临县段兔坂河流
域，这里常年干旱，地质条件差，临县淼造
林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无论是酷暑还是
严冬，都会每天坚持给苗木补栽浇水。合
作社社员李斌勤一边干活一边对记者说：

“尤其是盛夏时节，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
我们每天都要早早地上工，抓紧时间进行
管护作业。”

近年来，临县坚持造林与管护齐抓、

保护与发展并重、增绿与增收同步，不断
厚植生态底色，擦亮生态产业招牌，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具体
实践中，临县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的要求，在扎实推进生态修复与治理的
同时，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以干果经
济林提质增效和发展林下经济为目标，将
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在持续改善
黄河流域生态的同时，让经济“含绿量”更
高。

“现在看见的这片山是我流转的土
地，十几年前是一片荒山，一到下雨天，雨
水把山上的泥土都冲到沟里了。现在再也
看不到那种水冲泥土的景象了。作为世代
生活在黄河边上的人们，看到自己的家乡
从曾经的黄土高坡漫天灰尘到现在的青
山绿水风景如画，感觉挺骄傲、挺值得
的。”临县东江核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
超感慨地说道。

山下黄河滚滚，山上绿意盎然。在青
凉寺乡刘家圪堎村的山上，当地合作社正
组织工人对核桃林和林下连翘进行除草、
修剪、管护作业。

“自从返乡创业以来，我就依托政府
支持发展林下经济的政策优势，流转了村
里的 1000 亩荒地。经过十年的耕耘，从前
一片赤贫的黄土地如今被满眼郁郁葱葱
的绿色覆盖。”李超笑呵呵地告诉记者，由
他牵头成立的临县东江核桃专业合作社
从 2013 年成立到现在，有 1000 多亩地栽
了 1 万多株核桃树、6 万多株的连翘。“政
府对咱们合作社补贴力度也挺大得，一亩
地补了 600 元钱，核桃树现在也有收入
了，一年下来卖三四十万，合作社的社员

们一年也能分到几千元钱。”
一直以来，临县坚持绿色理念，厚植

转型发展新底色。大力实施生态绿色化战
略，对造林绿化工程提前规划、总体布局，
采取“财政筹资、项目申报、社会投入、金
融扶持”等多元化方式，2021 年以来共计
筹集资金 2.8 亿元，完成国土绿化 20 万
亩，经济林提质增效 20 万亩，村庄绿化
35 个，草原改良修复 2.5 万亩，对“黄河一
号”旅游公路 97 公里路段进行景观绿化，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25.4%，水土流失已
治理面积 1706 平方公里，气候环境和人
居环境不断向好。

同时，临县还坚持制度完善，落实资
源管护新举措。出台了《临县林长制六项
配套制度》《在全县范围内实行禁牧休牧
的实施方案》《护林员考核管理制度》等多
项工作制度，成立了防火禁牧执法队，实
行“林长+警务员+技术员+巡查员+护林
员”协作制度，对管护人员实行网格化管
理，有效保护了全县森林资源。

不仅如此，临县还坚持示范带动，打
造生态治理新样板。今年以来，临县紧紧
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
策机遇，全力推进高质量国土绿化试点
示范项目，规划实施人工造林 3.3 万亩、
森林质量提升 2 万亩、草原修复 1 万亩、
村庄绿化 20 个。同时，全面实施总投资
4.07 亿元的黄河流域临县段干支流生态
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包括人工造林 4.3 万
亩、草原修复 4 万亩，以及乡镇污水处理
厂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湫水河下
游水质净化湿地项目，努力为全省、吕梁
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

样板。

护绿增绿 打造绿色生态园

立秋后的临县东山公园，郁郁葱葱，
苍翠欲滴，这里时而有候鸟飞过，或嬉戏
打闹、或觅食玩耍。来这里游玩的金女士
笑呵呵地对记者说：“这里天蓝、山绿，环
境简直美极了，令我们流连忘返。”

据了解，临县是山西沿黄四市十九县
黄河流域治理的重点县，黄河北至八堡乡
洼石泉村入境，南至碛口陈家山村出境，
途径 6 个乡镇 41 个村庄，有六条支流，流
程 96 公里。全县总面积 2979 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面积 2580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 87%。目前已治理面积达 1706 平方公
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66%，其中由林草
覆盖治理面积占 63%，泥沙流失量由每年
3400 万吨减少到 2040 万吨，年减少 1360
万吨。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这既是对黄河大峡谷的描述，也是对临县
生活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千百年来，黄
河流域晋陕大峡谷因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严重导致生态环境“瘤疾”多，深度贫困与
生态脆弱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位于黄河东岸的临县是吕梁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县
城之一。一个时期以来，这里对外开放程
度低、发展路径“转舵”慢……随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
家战略，这个黄河岸边的小县城也迎来了
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

（下转 C2 版）

临县东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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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1 月 16 日，从省
林草局获悉，我省积极推进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以国家公园创建为契机推
动自然保护地提档升级，太行山
国家公园创建迈出实质性步伐。
目前，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共
274 个，保护地总面积 243.52 万
公顷。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
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
居于首要地位，包括国家公园、自
然保护区及自然公园 3 种类型。
自 1980 年我省建立第一个自然
保护地以来，系统谋划、综合发
力，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逐步规
范。特别是近年来，我省以国家公
园创建为契机推动自然保护地提
档升级，持续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自然保
护地和省直林局双升级”与自然保
护地“批管建用”一体推进，自然保
护地布局日趋合理、监管日渐强
化、保护成效日益明显。通过监测，
有 2743 种野生植物和 541 种陆
生野生动物在全省各类自然保护
地范围内受到有效保护。

我省地处黄土高原，属于典
型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湿地资
源分布散，保护难度大。近年来，
我省推进重要湿地建设，分解下
达湿地总量管控目标，加强湿地
保护修复，完善保护体系，严格监
督管理，强化科研监测，确保湿地
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生
物多样性不降低，让大美湿地、灵
动湿地成为“表里山河”的丰盈底
色。2020 年，我省认定发布垣曲黄河小浪底库区、洪洞
汾河、沁县漳河源、左权清漳河、介休汾河、孝义孝河、
右玉苍头河、山阴桑干河、云州桑干河、广灵壶流河 10
处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今年，洪洞县汾河湿地成
功入选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成为我省首个国家重要湿
地，填补了我省国家重要湿地空白，实现了零的突破。
同时，我省积极推进国际重要湿地申报。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
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
分。2022 年 11 月，太行山国家公园纳入《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由山西、河南两省联合创建。为加快推进创
建工作，省林草局成立太行山国家公园创建工作专班，
与河南省林业局签署太行山国家公园创建备忘录，牵
头起草了《太行山国家公园创建方案》，太行山国家公
园创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张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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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1 月 21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工作部署，根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组建 5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以下简称督察
组），分别对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 5 个省份开展
为期约 1 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

在督察中，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
动高质量发展情况，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
和淘汰落后产能情况；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态环境风险及处
理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此前督察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生
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

（刘毅 寇江泽）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