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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受不利气象条件

影响，近日晋中市空气质量明

显下降，晋中市生态环境事务

服务中心立即响应，联合交警、

交通运输部门持续开展路检、

路查专项行动，严查国六重型

燃气车辆拆除后处理装置、柴

油货车尾气超标排放、“冒黑

烟”等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形成全方

位、压倒性严打态势。

一是市级联合发力。晋中

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联合

市交警、市交通运输部门、市生

态环境局榆次分局重点对国六

重型燃气车、柴油货车、柴油运

渣车、工程车等高排放车辆进

行检查检测。

二是县级同频共振。晋中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同步组织

各县交警、交通部门成立突击

检查行动执法组，在车流量较

大的国道、省道路口设置检查

点，对过往柴油货车进行尾气

检测，对发现的擅自拆除国六

重型燃气车后处理装置、尾气

超标排放、“冒黑烟”等违法行

为坚决查处。

三是畅通联动机制。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

交警、交管部门实施处罚的联

合监管机制，对移动污染源超

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

度，形成严管重罚高压态势。通

过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各执法

行动组共检测柴油货车 286
辆、检查国六重型燃气车 252
辆，发现超标排放车辆 24 辆，

涉嫌拆除国六重型燃气车后处

理装置 1 辆，各部门依照自身

职责按相关规定依法处置。

下一步，晋中市生态环境

事务服务中心将积极推动路

检、路查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

路段，加强与交警、交通等部门

的协作配合，切实降低全市机

动车尾气超标排放造成的环境

污染问题，确保全市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向好。 （南晓辉）

开展移动污染源联合执法行动

本刊讯 为贯彻落实全市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1 月

4日，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局长高强带队赴原平市调

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原平市

政府副市长李文杰等人陪同调

研，原平分局、有关科室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赴原平经济技

术开发区污水处理站、山西新

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同

煤电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平

分公司、崞阳镇污水处理厂、国

家电投山西铝业有限公司和界

河铺自动监测站，实地了解污

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和企业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检查企业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情况和滹

沱河界河铺断面水污染防治工

作开展情况。

高强强调，企业要切实履

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坚决做

好源头管控，规范环保设施运

行管理，严格落实应急减排措

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要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

做到污水应收尽收，保障污水

处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要因

地制宜做好数据比对监测，精

准把握断面水质变化情况，推

进断面水质精细化管理。下一

步，忻州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

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加大生态

环境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推动全市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王旭红）

赴原平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长治之美，在乎山水。太行雄奇，巍

巍青山环绿水，浊漳隽秀，弯弯绿水绕青

山。

城市之美，在乎生态。推窗见绿，葱

葱草木伴身边，天朗气清，吐故纳新心欢

畅。

以山为骨，以水为脉，以绿为底，

长治奋力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

卷。

向“绿”而生，逐“绿”前行，乘“绿”而

上，长治生态文明建设步履铿锵。

构建绿色多元现代能源新体系，构

建绿色低碳消费体系，提升生态系统质

量和稳定性，全力守护碧水蓝天净土，形

成高水平生态保护格局……长治市“十

四五”规划，敲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大

盘”。

坚持以降碳减污扩绿为路径，大力

推动节能降碳，强力攻坚污染防治，加强

生态治理修复……政府工作报告，更加

明确了具体“施工路线”图。

《长治市漳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长治市漳泽湖生态保护与修复条

例》《长治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长治市辛安泉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

例》《长治市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管控要

求》……一系列法律法规陆续出台，为生

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全市气候投融资、全市八百里浊漳

河流域生态修复治理等重点工作小组先

后成立，市领导担任组长，牵头抓总、统

筹协调，各部门各司其职、合力攻坚……

一个个重点项目、绿色工程，从“纸上”落

到了“地上”。

产业由“黑”变“绿”再加速，企业科

技治污水平再提升，环境监管线上线下

再发力，生态价值探索转化再创新……

长治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相

辅相成、共同发展。

蓝天为凭，山水为证。2023年 1~11
月，长治市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为 252天，优良率 75.4%，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为 4.00，全省排名第三；六项监

测指标同比全部下降，其中 PM2.5 浓度为

3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3%。全市

24 个国省控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 23
个，优良比例 95.83%，无劣吁类断面，其

中 10个国控断面水质均达到优良，优良

比例 100%，排名全省第一。全市森林面

积为 37.4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26.85%。

青山远黛多妩媚，鸟语嘤鸣绿满园。

聚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长治市打出低

碳转型、精准治污、资源变现“组合拳”，

用心擦亮生态底色，用情绘就绿色画卷，

从未间断……

向“绿”而生———
低碳转型步履铿锵

冬日的沁县，天空蔚蓝。一架架大风

车，在故县镇连家沟连绵起伏的山坡上，

擎天而立，迎风转动，与落日、蓝天、白云

“同框”，成为新晋的打卡点。

红色武乡，山山漫漫。在洪水镇成片

的山岭上，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

照射下熠熠生辉。这一项目占地近 1400
亩，全容量并网投产后，25 年运营期可

为当地提供清洁电能约 16亿千瓦时，节

省标煤约 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5万吨。

追“风”逐“日”，“风光”无限。在“双

碳”目标引领下，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

用、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已成为

时代之需。长治市积极构建新型能源体

系，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大力推进光

伏、风电、氢能、煤层气、生物质等项目建

设。

沁县华能二期 100MW 光伏、潞城

天辰光运 150MW 风电、平顺吉电

100MW光伏等项目，正在紧张推进中。

沁县郭村镇 50MW风电项目、襄垣上马

200MW风光储一体化等项目，已并网发

电。山西鼎轮能源 30MW 飞轮储能、潞

城仁和 300MW/600MWh 独立储能项

目、襄垣经开区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等

新型储能项目，正在加快布局推进。赵庄

煤矿、王村-夏庄南、王村-夏庄北、夏店

南、夏店北、武乡南、柿庄北等煤层气成

熟区稳产增产。

“绿”能澎湃，“绿”意盎然。2023 年

长治市新增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电力装机

63 万千瓦，达到 411 万千瓦，占总装机

的 29.6%，较上一年提高 4 个百分点，清

洁能源产业风生水起。

在增加绿色能源供给的同时，能源

消费端也在向绿色低碳发展。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落

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政策，严格控制煤

炭消费量，同时制定了年度控煤工作方

案，分解细化了各领域控煤目标任务值。

传统煤炭产业坚定不移走“减、优、

绿”之路。通过新技术嫁接、新模式提质、

新链条重塑、新生态构建，越来越多的传

统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开拓出

老产业的“新领域”，完善老产品的“新功

能”，煤炭可以变“丝”、变高端蜡、变润滑

基础油，实现了煤炭价值最大化和环境

效益最优化。

低耗能、低排放的新兴产业加速崛

起。坚持“产学研用”协同，突出“人才+
项目+产业”导向，创新“领军企业+配套

企业”模式，在半导体光电、光伏、医药

健康、氢能、信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上精准发力，形成一条条特色产业链、

涌现出一个个“链主”，有力推动新兴产

业释放市场潜力，成长为经济发展新动

能。

交通运输“含绿量”继续提升。持续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城市公共交通方面，全市目前共

有公交车 1653 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

1582 辆；巡游出租汽车 3201 辆，其中纯

电动汽车 1993辆，天然气汽车 285 辆，

双燃料车 559辆；市区网约车 948 辆，其

中纯电动车 634辆，新能源车辆占比逐

年升高。在生产服务领域，大宗物料货

车、渣土车、商砼车新能源更换数量逐年

上升，工业企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

42.7%。

绿色，是美丽风景，更是发展的力量

源泉。从能源供给端、消费端“两端”发

力，长治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必将前景无限。

逐“绿”前行———
精准治污合力攻坚

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 4.3 米焦

炉成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型干法

熄焦工艺，污染物排放量明显减少。

潞城区浊漳河南源店上段人工湿地

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河水经过水生植

物、沸石、碎石、粗砂的过滤、吸附后，污

水中的氨、氮被有效去除，水质得到有效

提升。

污染源在线监测，无人机、走航车等

数智化设备应用，形成了“全天候”地空

联合监管新模式，生态环境执法越来越

高效。

从传统排污，到科技治污，从粗放式

管理，到精细化治理，从人工排查，到数

智化监管，生态环境治理过关、越坎，攻

坚仍在路上。

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任重而畏惧。

去年以来，长治市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

减、标准不降，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

锁定污染源，因类施策，逐个攻克，

全力争取每一个蓝天。

4.3米焦炉技术落后，淘汰襄垣县恒

祥焦化有限公司等 3 座 4.3 米焦炉。从

此，4.3米焦炉退出了长治工业发展的历

史舞台。焦化、建材企业，有组织和无组

织排放量大，完成 8 家焦化厂、5 家水泥

熟料厂、6 家水泥粉磨站的超低排放改

造工程建设，重点工业企业超低排放实

现全覆盖。散煤燃烧危害大，推进上党革

命老区散煤清零工程建设，新增近 7万
户清洁取暖家庭。绿色产业占比小，加快

推进气候投融资工作，目前已有 13 个气

候投融资项目列入银行信贷授信项目储

备，实际发放约 12 亿元。4 个近零碳排

放项目成功入选全省近零碳排放试点，

争取到专项资金 4000万元，绿色低碳产

业发展劲头足。

聚焦排污口，摸清底数，全域治理，

精心守护每一条河流。

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目前已

完成排查 27 条河，排查出入河排污口

690个，为下一步整治和规范化建设奠

定了良好基础。建设水污染防治重点工

程，完成了潞城区浊漳河南源店上段人

工湿地，开工建设了长子县浊漳河南源

人工湿地、沁源县曹家园人工湿地、屯留

区鸡鸣河人工湿地、沁县段柳人工湿地

以及潞城区浊漳河南源黄碾桥至亚晋桥

河道（潞城段）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水污

染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完成雨污改造攻

坚任务 671公里，并对全市 12452 座雨

水井、484 座立箅井进行了清挖，对存在

不同程度淤堵情况的1.9 万余米管道进

行疏通、清理。成立“八百里浊漳河·美丽

的画廊”工作专班，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引

领，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全方位推进治

水兴水大文章。

聚焦土壤风险管控，全面排查，及时

修复，坚决守好每一块净土。

排查梳理关闭搬迁企业地块、重点

行业企业土壤污染情况，采取制度控制、

环境监测、工程控制等风险管控措施，及

时整治土壤超标地块。完成上党区刘家

山磺矿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管控和长治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项目二期工程用地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作，有效切断污染

物流通途径。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76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中，已完工 49
个，27个正在施工。

行走在主城区，投眼有翠色，附耳有

清风，出门即公园，步步皆美景，群众生

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

升。

点“绿”成金———
资源变现道路更宽

冬至时节，天寒地冻。潞城区云岩山

脚下的村民，仍然坚持每天上山查看中

药材生长情况。“这座曾经的荒山坡，如

今是我们老百姓的聚宝盆！”张家河村村

民谷信红说。

春天能成景，秋天可采摘。张家河村

整理 500余亩荒山荒坡种植连翘，去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30余万元，村民收

入也增加 1000多元，在增绿的同时，实

现了增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治市举

生态旗、走绿色路、打产业牌，多措并举、

多管齐下，加快推进生态建设，促进生态

资源价值“变现”。

构筑碳库，造林为先。实施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入推进以

太行山绿化为主的国家级营造林工程和

以黄河和黄河流域防护林屏障建设、环

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为主的省

级营造林工程建设，新增营造林 13 万

亩，固碳增汇能力不断提升。

守山护林，管护为要。建立四级林长

责任体系，设立各级林长共计 5645 名，

出台《长治市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细

则及配套制度》等，稳步开展植树造林，

全面加强资源管护，优化修复自然保护

地，做好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森林防火等

工作，林草资源得到系统保护和持续发

展。

资源变现，用林为魂。依托森林、林

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

和循环经济原理，大力发展林下种植、养

殖、采集加工业，积极探索森林旅游、森

林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在沁源、平顺、武乡、沁县、襄垣等

地，利用林下土地种植连翘、党参、黄芩、

黄芪、柴胡、板蓝根、苦参等中药材；在沁

县、襄垣、沁源等地，推广林麝、羊、土鸡、

猪、牛、蜂等养殖项目；在沁县、沁源、壶

关、平顺等地，发展林下松菇、木耳、松子

等林产品利用加工产业。据统计，截至目

前，全市利用林地发展林下经济面积

140 余万亩，产值 2.56 亿元，带动 6.8 万

人就业增收。

凭借森林景观资源优势，长治市建

成了平顺县、沁源县 2个国家级森林康

养试点县，潞城区蔚佳领、上党区荫城、

黎城县黄崖洞、潞州区老顶山 4个国家

级森林康养基地，平顺县白杨坡、沁源县

景凤、黎城县壶山旅游度假区 3个中国

森林康养人家，潞州区老顶山国有林场、

沁县鸿兴山庄 2 个中国森林养生基地，

襄垣县上良村、沁源县景凤乡 2个中国

慢生活休闲体验区，沁源县韩洪乡沁河

之源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老爷

山省级森林公园 2 个中国森林体验基

地。目前，全市森林景观利用数量达到

232 个，利用林地面积 1.9 万亩，从业人

数 60余万人，年接待人数近 20万人次，

带动农民就业 0.6 万人，农民人均年收

入 1.6万元。

随着气候投融资工作的深入开展，

林业碳汇工作也加紧推进，建立健全林

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动员企业参与林

业碳汇项目开发，探索实施林业碳票制

度，拟定林业碳汇管理办法等，努力通过

创新发展林业碳汇，加快生态资源价值

变现，助力“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山河浩荡，记载着岁月沧桑。

草木葱茏，描绘着绿色画卷。

乘着打造文旅康养“五大品牌”的东

风，长治将不弃微末、久久为功，以绿为

底、生态作笔，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贾志敏

山水绘锦绣 风劲逐绿行

几缕尘烟，烟雾缭绕，渐渐上升，这是中车

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钢结构车间生产焊接

作业时产生的烟尘。1月 3日，记者来到该公

司，在钢结构车间试验台前，见到正在操作

PLC控制系统除尘装置 II型的郭世江。“你现

在看到的是除尘装置 II型，除尘效果比除尘装

置 I型更佳。”郭世江告诉记者，除尘装置 I型
是手动操作，除尘装置 II 型全部使用芯片控

制，极大地提高了设备自动化。

科改创新解决环保难题

为了快速有效地去除车间内的烟尘，对环

境作出更大改善，2020年，该公司创新达人郭

世江开始学习环保领域里的新知识，几乎每天

都钻研在各种标准、参数和公式中，对比不同

的方案，分析利弊，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在

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中，研制出了除尘装置 I

除尘设备 I型主要用于钢结构的新造车间，

该车间建筑面积为 18360平方米，年产 5000辆
漏斗车、敞车、棚车、平车、罐车及其他特种车辆，

当它满负荷生产时，110余台焊机每天就消耗焊

丝 200盘左右，产生了很多的烟尘量。

在除尘设备 I型的两根主梁之间，郭世江

安装了试验吸尘设备，在车间进行焊接生产

时，吸尘装置内滤芯颜色明显变黑，效果明显。

当郭世江准备将这个方案扩大到整个车间时，

却突然卡了壳。

原来钢结构车间的南北跨度长达 250 米，

这么长的烟道需要大功率的风机才能顺利到

达过滤器，单纯地加大吸尘口风机功率，必然

会导致风的体积变大，随之烟道直径也会发生

变化，从而导致一系列成本飙升。

郭世江再一次计算起了烟道和风量比率，

无数次地设计风机和烟道尺寸，在他不懈地努

力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就是增加烟

道之间的风机数量。郭世江为记者介绍道：“这

就像吸尘器一样，虽然直径非常小，但能够将

烟尘吸入风道，每隔 7 米就设置了一个直径

400毫米的送风机，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将烟尘

一截一截地传递到过滤器。”

就当郭世江松了口气时，对于设计方案又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种方案是由主烟道两边

结构，需要大功率风扇配合，形成气体层对流，

提升除尘效率；另一种方案则是主烟道延伸出

折角吸尘口，省略单向风挡，就像洗碗池的水

管样式，由于焊接烟尘自下而上扩散，垂直向

下管道可以加大吸尘口风机效率。

这两种方案各有优势，郭世江经过反复研

究、多次现场勘查，决定采用树杈结构的方案，

考虑到钢结构车间检修工区高度是 16 米，烟

尘集中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凝聚不散，又因天车

作业的因素，吸尘位置与车间内其他设施不会

产生干扰，避免了直角上端造成的风量损耗。

不仅如此，钢结构车间检修工区的除尘系

统主要是降尘，加上冬季保温采暖需要，进出

风口都是在室内，一个可靠的过滤装置是关

键。郭世江根据焊接的情况，调研了 20多种滤

芯的指标，才决定采用桶状覆膜滤芯，能够达

到设计除尘要求。

精益求精改进环保设备

经过 3年的持续改进，除尘设备 II型终于

研制成功了。一到冬季，钢结构车间内就处于

相对的密闭状态，门窗紧闭，没有空气对流，聚

焦在车间内的烟尘无法尽快排出。由于进口设

备的价格非常昂贵，维护费用开支庞大，环境

新改进的除尘装置 II 型解决了在焊接作

业时烟尘中粗大颗粒和细小微尘的分类清降

等问题，改进了除尘设备 I 型的不足，它主要

采用了箱体支架和除尘箱体，通过密封门在箱

体内进行过滤和净化，达到高效吸尘、滤尘和

除尘的效果。

当除尘工作开始时，通过小型引分机引进

的气流量通过滤筒后，气流中的烟、粉尘被过

滤，由 PLC控制系统定时清理到积尘布袋内，

从而达到清灰集尘的目的。考虑到烟尘较多，

增加到了 18个，并采用了 PLC电脑控制，对烟

尘的净化效率达到了 99.5%。

同时，车间内还悬挂银白色除尘管路，由

70个直径 300毫米的吸尘风机、12 个直径 400
毫米的送风风机、以及除尘设备中 12 个大型

滤芯构成了空气净化器，让钢结构车间的烟尘

降到最低。整个研发出的生产设备为企业节约

费用 800余万元。

郭世江说：“环保搞好了，就是发展生产

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不仅是对员工负

姻本刊记者 范琛 文 /图

郭世江：环保路上的创新先锋

郭 世 江

正 在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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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为确保 2023 年

监督帮扶工作全部整改落实到

位，推进 2024年监督帮扶工作

稳步有序开展，1 月 4 日，运城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队组织召开了重点区域空气质

量改善监督帮扶工作推进会。会

议由市执法队队长钟文保主持。

会议强调，自 2017 年以

来，监督帮扶是生态环境部组

织开展的一项常态化工作，发

现、处理、整改问题情况已列入

政府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指标。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围绕

监督帮扶工作基本原则和任务

要求，锚定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目标，全员出动，精准发力，监

督帮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与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

厅要求仍有差距，要围绕监督

帮扶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和任

务要求，认真总结经验，优化工

作方案；要立足全市当前大气

攻坚任务的严峻形势，强化科

技支撑，加强精准帮扶；要针对

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强

化业务培训，加强专班力量。推

动监督帮扶任务措施落地见

效，助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邵康）

推进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