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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原市城管局市政公用事业管理中心

近日开展的“中国水周”系列宣传活动了解到，

在国内生产总值、常住人口数量双增长的情

况下，通过调结构、转方式、严管理、提效率，全

市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以较低的用水增

速支撑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2023 年，全市

用水总量 7.14 亿立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用水量 14.68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2.27 立方米———后两项数据分别比 2020 年

下降 24.31%、46.87%，在全省排名前列。

作为一座严重缺水城市，太原年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 147.5 立方米，约为全省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的 1/3、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1/16、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1/64。近年

来，在全市十县（市、区）率先建成节水型社会

达标县域的基础上，市城管局等单位大力开

展公共机构节水载体创建，并通过专项宣讲、

交流调研等方式，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创建节

水型社会。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共创建节水

型企业（单位、校园、小区）166 个，节水型企

业覆盖率达到 38.68%，节水型单位覆盖率达

到 18%，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达到 15.02%。

2021 年至 2023 年，太原市共计完成创建节

水型机关 49 个、节水型事业单位 87 个。在推

动重点监控用水户节水工作的同时，大力推

动农业领域节水载体创建，去年实施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2 处，创建万亩

有机旱作农业生产基地 1 处，千亩有机旱作

农业科研示范基地 1 处，改善节水灌溉面积

3.286 万亩，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 0.65 万亩，

建立完善了农业水价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实

现了灌区工程自动化管控和精准化计量。

中水回用，正在为城市“解渴”。据统计，

全市六城区已建成 7 座污水处理厂，日均处

理污水达 108 万吨，其中 33 万吨再生水被回

收利用。位于晋阳污水处理厂的太原市再生水综合利用示范

基地，将处理后的污水变成高品质且水量充沛的再生水，通过

太原再生水 2 号晋阳泵站，沿滨河西路南延和开南路再生水

管线，输送至清徐经济开发区各用水企业。该项目投资金额达

到 5 亿元，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再生水利用标杆示范工程。项目

一期日供水量可达到 6 万吨，二期可达到每日 9 万吨，通过采

用超滤加反渗透的双膜法工艺，出水水质堪比纯净水。

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市节水周”等重要时间节

点，太原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节水宣传活动，让节水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学

校，普及防止“跑冒滴漏”知识，鼓励大家使用节水器具，并学会

循环利用家中水资源，汇聚起节约用水的强大合力。 任晓明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印发农业节水增效行动方案
科学导报讯 为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3 月 29日，省农业农村

厅、省水利厅联合印发《全省推进农业节水

增效行动方案（2024—2027 年）》（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提出，要坚持节水优先方针，严

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逐步实现农业用

水方式从粗放向精细化、从浇地向浇作物、

从水肥分离向水肥一体转变。到 2025 年，

全省总灌溉面积达到 2356 万亩，农业用水

总量控制在 43 亿立方米之内，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任务全面完成，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提升到 0.58。到 2027 年，全省总灌

溉面积达到 2476 万亩，农业用水总量控制

在 45 亿立方米之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提升到 0.59。
要对雁门关区域、太行山区域、吕梁山

区域、上党盆地区域、汾河平原区域分区布

局。雁门关区域以农艺节水和工程节水为

主，重点解决自然降水利用率低、耕地地力

不高、春季抗旱保苗等问题；太行山区域以

农艺节水为主，重点解决旱耕地土层较薄、

土壤蓄水保肥能力差、水土流失等问题；吕

梁山区域以工程节水和农艺节水为主，重点

解决农田灌溉面积少、水土流失等问题；上

党盆地区域以农艺节水为主，重点解决农田

节水设施不配套、农田养分失衡、土壤保水

保肥能力差等问题；汾河平原区域以工程节

水为主，重点解决地表水利用不足、地下水

超采严重、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

针对重点工作，《方案》提出，要持续推

进农田工程节水、大力推进农艺节水、扎实

推进管理节水。

实施水源保障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数字孪生灌区先

行先试，到 2027 年，新增、恢复水浇地 240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220 万亩；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 170 万亩；建设改造高标准农田

940 万亩以上；探索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

制的数字孪生灌区建设技术、方法以及体制

机制模式。

完善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统筹推进

品种、结构节水，加快技术示范推广，到

2027 年，建设有机旱作农业生产基地 80 万

亩以上；选育引进抗旱节水新品种 200 个以

上，累计推广抗旱节水品种 240 万亩；水肥

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 40 万亩，创建 4 个节

水型灌区、4 个农业节水示范区和 14 个抗

旱节水品种展示示范基地。

同时，建立水权制度，形成“水权到户、

定额管理、计量到口、管理到户”的精准管水

用水机制；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到 2025 年，

通过水价提一点、“两费”担一点、精准补贴

补一点等措施，使大中型灌区综合水价总体

达到运行维护成本，积极推进新建灌区农业

水价的成本测算核定工作；加强灌溉用水管

理，到 2027 年，灌区力争实现“用水总量控

制，定额管理”；强化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

护，积极落实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做好工程

管护，保障工程良性运行。 王秀娟 李欣越

我省法院认真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暨山西倡议一周年———

以法治之力守护黄河安澜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

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23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

为在法治轨道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此之前，沿黄九省区

法院签署《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山西倡议》（以下简称山西倡议），唱响

了司法保护的“黄河大合唱”。

一年来，我省法院准确把握黄河中游流域

以水为核心的生态特征，立足当地环境资源保

护和修复实际需要，妥善审理涉黄河流域环境

资源各类案件，在保护“母亲河”上积极作为。

忻州市保德县境内的朱家川河是 16 条主

要入黄支流之一。在保德县朱家川河畔，被告

人张某承包了一个化工公司，在明知生产出的

废水含有危险废物又无处理资质的情况下，将

废水以每吨 65 元的价钱承包给了他人。此案

审理过程中，法官依法判决执行，张某及家属

主动支付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118.77 万元

用于修复生态，并将 237.18 吨遗留废液进行了

无害化处理。

“惩罚不是目的，让被破坏的环境及时得

到保护与修复，才是最紧迫的任务。人民法院

希望通过修复性责任承担方式，最大限度抚平

生态‘创伤’、恢复绿水青山。”该案主审法官表

示，考虑到张某自愿认罪认罚，积极修复生态

等情节，保德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污染环境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九曲黄河万里沙，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

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黄

河保护法对“水沙调控”做了专门规定，山西倡

议也强调要严惩黄河流域非法采砂违法犯罪，

助推水沙关系调节与防洪安全。

运城市芮城县位于黄河“几”字弯最后一

拐的臂弯处，黄河上最大的渡口风陵渡就在这

里。姚某某、董某某在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和河

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古贤黄河滩河道内

偷挖河砂。

“非法采砂地点位于古贤防洪工程 300 米

处，这种行为很可能会造成滩涂河岸坍塌后

退，对防洪工程产生威胁。”该案承办法官张永

生介绍，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经法院组织调解，姚某某、董某某自愿支

付了赔偿金。对于姚某某、董某某非法采矿的

违法行为，芮城县人民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

二被告人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省法

院加强对黄河流域文物、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

力度，严惩破坏黄河流域人文遗迹、自然遗迹

违法犯罪。土龙骨是恐龙骨骼化石和其他古代

脊椎动物的化石，是研究地质演化各个时期古

生物的珍贵资源，也是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

由于兴县特殊的地貌，“土龙骨”比较常见，当

地老百姓认为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因此引

来一些不法分子的觊觎。在吕梁市兴县，发生

了一起盗掘“土龙骨”的案件。

被告人白某、任某等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在

河边山体附近嫁接电线、灯泡，使用电锤挖洞，进

入洞内后使用铁锹等工具盗掘“土龙骨”500 余

斤，使植被和地质环境遭受破坏，加剧了黄河支

流的水土流失现象。最终，法院依法判处白某、任

某等被告人一年半至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泓清水入黄河”是一项民生工程，要实

现这一美好愿景，治污是关键。临县地处黄河沿

岸，要实现“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

来”目标，离不开沿黄各个企业主动作为、拧紧

阀门，压实水污染防治责任。

临县当地有一家生活污水处理企业，该县生

态环境局进行取样检测时发现，该公司巴歇尔槽

总磷出水浓度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1.725
倍，立即下发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

处罚告知书，罚款 41 万元。该公司不服，诉至临

县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法院将庭审现场

搬到了生态环境局，并邀请县域范围内 14 家企

业旁听。庭审中，主审法官围绕各方当事人陈述

总结争议焦点，并就争议焦点展开举证、质证，

近距离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让

庭审现场成为鲜活生动的普法课堂。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年来，

我省法院统筹运用司法手段，完善内外部协同

联动，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合力

护航大河安澜、海晏河清。

同饮一河之水的人民法院共同发力，建立

黄河“几”字弯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晋陕豫

金三角司法协作、古堆泉司法保护协作等机

制；法院、公安、检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文

物、黄河河务等部门建立健全执法司法协作机

制，从单一部门保护到跨部门常态合作；河曲

黄河湿地司法保护基地、临汾·汾河生态司法

保护基地、零碳村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的建

立，如一个个忠实的大河守护者，传唱着黄河

流域生态司法保护的故事。

忻州中院发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典型案例；乡宁法院在沿黄生态资源司

法保护站巡回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非法狩猎

案，300 余名村民旁听；石楼法院实地调研河面

污染、侵占河道等破坏水生态环境情况，向沿

黄居民宣讲黄河保护法……一场场润物无声

的法治宣传教育，让法治信仰浸染着滚滚黄河

的气息，潜移默化地流进了老百姓心里。

以法治手段守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是人

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省法院将进一步扛

牢政治责任、完善制度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深

入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积极践行山西倡议，以

法治之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闫书敏 白婕

jizheguanchaK 记者观察

我省出台十年防沙治沙规划
科学导报讯 记者马骏 “将荒漠生

态系统中具有特殊生态和景观价值的森

林、草原、湿地、沙地、名胜古迹等景观资

源，以及重要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以自然

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形式适度有序纳入

自然保护地体系，切实保护好典型荒漠

生态系统。”4 月 9 日，记者从省林草局

获悉，山西省已出台《山西省防沙治沙规

划 （2021—2030 年）》（以下简称 《规

划》），明确全省逐步减少沙化土地的时

限、步骤和措施。

《规划》指出，到 2025 年，完成沙化

土地治理任务 6.5 万公顷，林草植被持

续增加，沙化程度持续减轻，生态系统质

量持续改善；到 2030 年，完成沙化土地

治理任务 11.25 万公顷，沙区植被覆盖

稳定增加，沙化程度持续减轻，生态持续

好转，黄河流域、海河流域等重点区域生

态状况明显改善，进一步筑牢北方生态

安全屏障。

加强沙区林地保护。对于人工林，将

风沙危害严重地区符合条件的防风固沙

林、水土保持林、退耕还生态林纳入国家

公益林，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严格

管护；对于沙区退化人工林，要通过退化

次生林修复、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措施，

逐步恢复其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加大沙化耕地保护力度。对沙化耕

地实行保护性耕作，采取轮耕、休耕、间

作等方式，减轻对地表的扰动。在没有完

备的防护措施或灌溉条件、经常受风沙

危害、作物产量低而不稳的严重沙化耕

地上，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转为生态用

地，通过植树种草，增加林草植被覆盖，

减少土壤流失，减轻风沙危害，增强生态

防护功能。

此外，依托区域内风沙地貌、火山

群、黄河等自然景观，结合古长城等人文

景观，重点建设山西朔城麻家梁国家沙

漠公园、山西右玉黄沙洼国家沙漠公园、

山西怀仁金沙滩国家沙漠公园，在保护

好生态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生态旅游。

科学导报讯 4 月 1 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实施一周年，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黄河·汾河生态司法保护基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公

布近几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1 年 1 月至 2024 年 2 月，运城法院共审

结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477 件。

其中，刘某诉某健身中心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新

绛县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王某虎任某峰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等 10 件案例被选为本次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同时，王某等非法

采矿案入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2 年十大环

资审判典型案例，陈某某、董某某等盗掘古墓葬案

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典型案例。这些案例

是运城法院能动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守护生态安

全的有力实践。

近年来，运城中院积极加强联动机制建设，打

造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多元共治格局。2022 年 5
月，运城辖区内沿黄八县市法院联合会签《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机制框架协议》。2023
年 3 月，运城中院发起晋陕豫三省四市中院签署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

协议》。2023 年 8 月，运城中院、临汾中院签署《古

堆泉域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协作框架协议》。不仅实

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跨区域司法保护，也进一步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郭正

运城市

发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科学导报讯 候鸟有信，应时而归。3 月 25
日，在左权县清漳河国家湿地公园石匣库区，由南

至北迁徙而来 600 多只灰鹤，时而展翅滑翔翩翩

起舞，时而在清澈的水面上栖息觅食，场面非常壮

观，给早春的太行山区带来勃勃生机。

灰鹤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多栖息于

开阔平原、草地、沼泽、河滩、旷野、湖泊及农田地

带，其中尤为喜欢富有水边植物的开阔湖泊和沼

泽地带。主要食物包括昆虫、收获后遗落的农作

物、坚果、小型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对生存环境要

求高。近年来，左权县致力于优化生态环境，开展

清漳河综合治理，建设湿地公园，城乡生态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林木绿化率

分别达到 38%和 58%。每年春季，由南至北迁徙

而来的白天鹅、鸿雁、白鹭、白琵鹭等在此栖息，展

现出一幅生态和谐的美好画面。

张谦

左权县

清漳河国家湿地公园候鸟翩跹

科学导报讯 当前，已进入春季森林防火特险

期。应县镇子梁乡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紧盯护林

防火各个环节，全力排查林地火灾隐患，坚决筑牢

护林防火屏障，确保辖区内森林防火形势持续安

全平稳。

应县镇子梁乡龙首山森林覆盖面积达 5 万

亩，而龙首山森林公园林地面积就占到了 2 万亩，

树种以柏树和各类松树、杏树为主，是辖区林地最

为密集的区域，所以做好护林防火工作尤为重要。

在应县镇子梁乡龙首山森林公园，护林员们每天

都携带着专业的装备进行日常火情巡查。他们严

守岗位，全力排查火灾隐患，为林地的安全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

除了护林防火员以外，当地还成立了由 40 名

乡干部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不间断深入林区开

展地毯式防火巡查、携装巡护、清理林下可燃物

等，并根据实际需求增加巡护频次和密度，全面排

查火灾隐患，坚决织密织牢森林防灭火“安全网”。

为了切实做到护林防火不漏死角、不留盲区，镇子

梁乡将“人防、物防、技防”三防联合，全力防范和

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好森林资源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平安度过防火期。

丰慧 魏文 朱怡

应县镇子梁乡

织牢森林防火网把好春季防火关

4 月 6 日，太原文瀛公园，游人在嫩绿掩映的状元桥上观景休闲。太原市大力

实施“百园增绿”工程，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品质。文瀛湖畔春风拂绿，春色将这个

古老公园装扮得更加精致灵秀，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赏景踏春。 姻 杨建峰摄
shijueshengtaiK 视觉生态

春风拂绿文瀛湖

科学导报讯 4 月 5 日，经我省有关部门推荐，太忻高速分

布式光伏发电科研试验段项目被工信部等国家相关部门认定

为智能光伏试点示范项目。

工信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近

期公布智能光伏试点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名单，太忻高速分

布式光伏发电科研试验段项目位列其中。该项目总装机规模

7.9 兆瓦，应用“光储充供”无缝融合的技术，通过直流柔性调

控技术将光伏发电、直流微储、汽车充电系统无缝融合，打造

“高速+光伏”深度应用与扩展的全国样板。

2022 年，山西交控集团在太原至忻州高速公路启动全国首

例路堑边坡（高边坡）治理及光伏发电一体化科研试验段工程建

设。按照“光储充供”一体化发展思路，选定太忻高速黄寨边坡、

大盂收费站等地点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去年 7 月，大盂收费站

“光储充供”系统并网、投产运行。该系统包括分布式光伏、快充

桩、储能及交直流配电网和综合能源智慧管理系统。 何宝国

太忻高速光伏发电项目

成为国家级示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