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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生态“绿色答卷”

近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命名了 11 个
县（市、区）为第二批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和顺位列其中；华北豹群重要栖息地保
护入选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优秀案例，
和顺为全省唯一。“春寒如冬，夏无酷暑，方
秋陨霜，初冬飞雪”，年均气温 6.4 摄氏度，
素有天然空调之称。和顺先后荣获中国牛
郎织女文化之乡、中国优秀生态旅游县、中
国避暑休闲百佳县、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
县、中国黄牛改良及秸秆养牛示范县、全国
优秀农特产品百强县、全国重点林业县、中
国低碳旅游示范县等荣誉。

和顺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引，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高度出发，建设“幸福和顺、美丽和顺”。
2022 年，和顺县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
上天数 299 天，优良率 82%、全市第三；建
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覆盖的河长制管理
网络，全面抓好控源、截污、清障、修复等各
种管护措施的落实，全县 7 个水质断面实
现全部达标；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
标率连续 12 年保持 100%；森林覆盖率达
30.79%，居全市第一。2023 年，华北豹核心
栖息地为山西省唯一入选的生态环境部生
物多样性优秀案例。同时，作为煤炭生产、
输出大县，和顺县积极践行“双碳”战略，发
展甲醇经济，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
的现代能源体系。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一件件生动的事
例，映照着和顺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
伐。这是一份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是
一份写在人民心间的“绿色答卷”。

近年来，和顺县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抢
抓省校合作有利契机，与北京大学生命科
学院积极开展“生态保护+产业发展”课题
研究，为打造“华北豹第一县”持续夯实人
才支撑，推动“生态和顺”建设、实施“生态
立县”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和顺县生态优美、森林茂密，是华北豹
种群发展和扩大的关键种源地。2023 年以
来，和顺县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将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突出位置，坚持以“十大行动”“十大工程”为
抓手，着力建设西部生态保护功能区，打造
集自然教育、研学体验、生态展示、文化沙龙
为一体的智库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基地服
务科研，科研反哺生态，生态赋能发展”的模
式，为省校持续合作作出绿色贡献。

奋力谱写“美丽和顺”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强
调“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突出位置”，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初秋时节，漫步在和顺县松烟镇许村，
阡陌小道平坦整洁，环境宜人，一幅古典与
现代美相结合的美丽画卷呈现眼前，精致
新颖的农家院落、宽阔平坦的休闲广场、风
景如画的村容村貌……处处呈现出社会和
谐、美丽宜居的农村美景。2020 年 11 月，许
村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率先成
为全县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健全、旅游
业态丰富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许村村内道路的每个卫生死角都有人
管、有人清，乡村环境卫生实行“门前三
包”。不仅进一步加大了村里的绿化美化力
度，也改善了农村的生态条件。随着创建全
国文明村品牌的打响，许村村居环境和乡
风文明得到显著改善，“文明牌”逐渐打成
了“民心牌”，越来越多的村民也自觉主动
地加入全国文明村的巩固工作中来，为全
国文明村注入了不竭动力。

2022 年初，和顺县开始筹备示范区创
建工作，其间多次组织各相关部门召开创
建工作推进会议，研究解决创建申报过程
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创建工作顺利进行。按
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编制指
南（试行）》等生态环境部及省级相关文件
要求，和顺县编制了《山西省和顺县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2023-2030 年）》。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的 9 项申报
条件、38 项建设指标，和顺县均已达标。
2023 年 12 月 11 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以
晋环函〔2023〕991 号文件命名和顺县为第
二批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文
明示范县创建是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举措，通过示范
县创建，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带动更多地
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为推
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奋力谱写美丽山西
新篇章贡献力量。

如今，“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已成为

和顺县推进绿色发展、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质量的有效抓手。下一步，该县将持续巩固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走绿
色发展之路，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走出“生态立县”之路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如今的和顺县“山上有豹、河中有鱼、

天上有鹳、地上有狍”，走出了一条“生态立
县”的美丽经济之路，让百姓在绿水青山中
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近年来，和顺县通过县、乡（镇）、村三
级领导担任相应河道的河长，建立起县、乡

（镇）、村三级覆盖的河长制管理网络，全面
抓好控源、截污、清障、修复等各种管护措
施的落实，在 2017 年底前，已在全县全面
推行河长制，逐步实现了主要河流水生态
明显改善。

和顺县 17 条河流、4 座水库、18 条河
沟共设置 144 名河长，实现河库沟全覆盖。
充分利用河长制信息平台，监督河长规范
履职，推动河长制从“有名”转向“有责”“有
实”“有能”“有效”。全面加强饮用水水源保
护，共划定饮水工程水源地保护区 9 处，先
后投资 201 万元，实施围网防护等保护工
程 2 处，投资 9583 万元，对 24 条河段进行
综合治理，修复治理河道长度 60.71 千米，
覆盖 52 个自然村，受益人口 30369 人。投
资 785.4 万元，完成千人以上水源地保护、8
个集中供水站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安装。加
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实现供水同
源、同质、同网、同保障。河流治理成效日益
凸显，全县“水保障”更加强化，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持续提升。

和顺县煤炭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产
业偏重、超强度开采等原因，形成了许多采
煤深陷区，多个山体被严重破坏。做好废弃
矿山的生态治理，是当地政府多年持之以
恒的一道“课题”。2021 年，和顺县委、县政
府全面启动鸿润煤业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
展理念为引领，高标准制定了生态环境修
复治理实施方案。

围绕“土地复垦整治平台全是地”的目
标，分 7 个区域整治复垦土地 7018.53 亩

（含耕地 3948 亩），同时对鸿润煤业已经复
垦的 4365.1 亩（含耕地 2667 亩）土地进行
整理提质，土地复垦整治任务完成后，大力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2021 年 累 计 种 植 火 麻
3545.5 亩、高粱 600 亩、药材 327.5 亩、荞麦
1871.67 亩。此外，当地政府还坚持生态治
理与通道景观相得益彰、生态效益与社会
效益互补共赢的 原则，实施 绿化修复
6412.07 亩，栽植各类树木 100 余万株，实

现了边坡全是树的良好治理效果。
如今，行走在鸿润煤业生态修复区，曾

经满目疮痍的矿山已被郁郁苍苍覆盖，昔日
矿山已实现绿色蝶变。据悉，鸿润煤业生态
修复治理项目已入选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

铺就“绿色生态”道路

绿色是和顺的天然底色，生态是和顺
的最大优势。作为煤炭生产、输出大县，和
顺县顺应晋中市整体规划，深入贯彻晋中
市委、市政府甲醇经济“11155”发展目标，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
体系，为晋中市建设国家级甲醇经济示范
区贡献和顺力量。

践行“双碳”战略，和顺把发展甲醇经
济作为“头号工程”。2024 年 2 月 8 日，和顺
县 200 台甲醇重卡交付使用，这标志着和
顺迈出了甲醇重卡规模化推广应用和低碳
环保绿色发展的新步伐，为全县高质量发
展、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注入绿
色动力。此外，和顺县还制定了《和顺县
2023 年甲醇经济推广应用鼓励办法》，完善
了市场监管机制、补贴优惠政策等，组织全
县银行、保险企业，提供金融保险业务，以
低于平均市场利率 0.5豫、最高贷款额 80豫
的贷款优惠给予支持。

和顺县“小巨人”企业山西银圣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不断技术创新，让硅钢级氧化
镁贴上了国产标签。曾经，和顺县是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山西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范围内的黄河
干支流流经县。依托境内丰富的白云岩资
源，和顺县一度出现了多家生产氧化镁的
企业，但因产品初级，一直在供应链中没有
优势。山西银圣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
新和延伸产业链，最终获得一席之地。

农业农村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和
顺县投资 1000 万元着力打造了 1 个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阳光占村，投资 900
万元持续发展 3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基
地———田润农场、宏田嘉利、新马杂粮，投

资 1728 万元重点建设 3 个市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雷庄村、下石勒村、翟家庄，以
点带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冬日的松烟镇南天池村，宛如一幅古
朴典雅的水墨画。青砖黑瓦在阳光下泛着
淡淡的金光，屋檐上挂着晶莹的冰凌，仿佛
是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

和顺县松烟镇地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
脉交界处，拥有绝美的太行山断裂带风景
线。这里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80%
以上，夏季平均气温 19益，四周山峰常年云
雾缭绕，如诗如画，宛如人间仙境。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新征程中，和顺县充分发挥绿色生态和“牛
郎织女文化之乡”的品牌优势，把生态要素
转变为生产要素、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
值，用生态优势筑牢发展共建共享，推动

“好风景”走向“好经济”，迈向“好生活”。
坚持把培优现代农业作为重中之重。

打响“特”“优”品牌，在原有火麻油、原醋等
8 个品牌的基础上，和顺小米成功入选
2023 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积极参加晋中市“特”“优”农产品暨招商引
资（北京新发地）推介会，和顺千禾农业与
北京天宇行健签订合作协议，“太行和牛”
品种审定工作稳步推进，和顺肉牛市场竞
争力持续提升。立足独有的自然资源禀赋，
成功打造了“一瓶醋（山河醋业）、一瓶酒

（和顺双龙酒）、一瓶水（雪顶山矿泉水）”产
业，共带动 21 个行政村、17 个自然村、5862
人致富增收。

生态优先，向绿而行。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支撑。“我们要在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的基础上，争创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真正以‘美丽和顺’为建设‘幸福和
顺’提供坚强的生态环境支撑。”晋中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和顺县委书记许利伟的
话语掷地有声。如今的和顺县，“绿水青山”
建得更美，“金山银山”做得更大，“生态立
县”的优势日益凸显，在生态致富之路上越
走越宽。

和顺，地处山西省东陲，太行之巅，清漳河畔。

巍巍太行林海茫茫，大自然毫不吝啬地将生态之美和清凉气候馈赠给了和顺。春天满山桃花如云似雪，

秋季层林尽染，如诗如画；灰鹤沿河而居，华北豹啸聚山林，褐马鸡、野猪狍子出山野，悠然自得。独特的原始

生态和气候条件让和顺成了消夏避暑、健康养生的理想之地。

以“生态”为笔 以“绿意”着墨
姻 杨洋 南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