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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图为 4 月 21 日拍摄的运城市鸭子池湿地公园美景。近年来，该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治理，打好河湖连通、生态修复组合拳。鸭子池湿地公园除采用“潜流+表流”相结合的人
工湿地模式外，在公园入口处建设的历史成语典故园也格外引人。 姻 陈方斌摄

远观群山风起云涌，近览云竹碧波荡漾。

仲春时节，素有“太行明珠”美誉的云竹湖秀丽

旖旎、景致宜人，蜿蜒绵长、形态多姿的湖岸线

似若凤凰展翅；波光潋滟的湖水，宛如一块雕

琢精美的碧玉；成群的鸟儿时而嬉戏觅食、时

而盘旋飞舞，一副波澜壮阔、水天一色的迷人

美景跃然眼前……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殷殷

嘱托下，近年来，榆社谋今思远、靶向施策，抢

抓省委“五湖”规划、市委“四带四湖八河”治理

布局的重大契机，纵深推进河湖生态保护治

理，全力构筑云竹湖水生态屏障，着力做活云

竹湖保护与治理“水文章”，执笔绘就了晋中

大地河湖安澜、山青水美、人水和谐的诗意画

卷。

夯实底线 守护一湖清水

有诗曰：“莫道太行无佳境，当知榆社有水

乡。君若荡舟云竹湖，定将此处比苏杭。”云竹

湖位于榆社县西南部，作为华北地区少有的高

山湖泊，风光秀美，如诗如画。云竹湖湖面广

阔，边缘蜿蜒曲折，大小沟壑水面四方延伸、

形态丰富多姿、独具特色，有着“太行山上夏

威夷”之美称。

云竹湖沿岸，桥边柳、路边花，满景春色藏

不住。“一到假期我就会带孩子们来这儿踏青、

赏花，处处都是鸟语花香，春意盎然。”家住榆

社县的王女士表示，现在云竹湖越来越美，名

气越来越大，一到节假日，全国各地的游客纷

纷到这里打卡、拍照。

一大早，榆社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副队长李永生便来到云竹湖开始了巡河

工作。“眼睛是最好的‘检测仪’，人力巡护是

最好的监测手段。每天巡湖既呼吸了新鲜空

气，又锻炼了身体，对我来说，工作是一种享

受。”工作 6 年的李永生见证了云竹湖这几年

的生态变迁，“最早的时候人们乱排生活污水、

养殖渔业造成水质下降。这些年，随着生态意

识的增强和环保措施的出台,云竹湖的水质越

来越好。”

水质越来越好，云竹湖的生物多样性不

断丰富。“现在云竹湖的水质稳定达到芋
类，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前段时间，云竹湖迎来 1000 余只由南至北

迁徙的候鸟———有白天鹅、灰鹤、白鹭、白骨

顶鸡、凤头鸊鷉等，看到云竹湖的环境越来

越美，我觉得很安心。”谈及云竹湖改善情

况，晋中市生态环境局榆社分局苗玉林发自

内心的开心。

水清岸绿，来自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的有力保障。通过全面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云竹湖真正实现

了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从生态“雏形”到水美云竹的“样板”，从环

境保护的“里子”走向绿色发展的“封面”，榆社

县以全力奋进之姿开启了云竹湖“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生态共融的面貌。

精准施策 筑牢生态防线

水波在轻柔的春风吹拂下闪着银色的光

点，波光粼粼的云竹湖倒映着蓝天白云，湖面

鸟群嬉戏，湖岸绿树成阴、芳菲满目，勾勒出

一幅绝美的生态和谐画卷。

近年来，榆社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定位

不动摇，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县域经

济发展的基本遵循。通过实施增绿增彩、绿化

提升、湖岸整治、景观打造等工程，一体推进生

态修复、水态治理、业态开发，努力以云竹湖的

新内涵、高颜值赋予“山西好风光”的新魅力。

“水质提升，家园更美，变化源于不懈地探

索与努力。”榆社县城乡建设与交通运输局负

责人对记者说。

一步步走，一点点干，深深浅浅的脚印里，

城乡建设与交通运输局负责人给记者讲述着

他的护水故事。在湖岸治理中城乡建设与交

通运输局采用栽植垂柳、铺设土石笼袋、填筑

卵石、铺设生态袋等措施，对 54 公里湖泊岸线

包括易坍塌湖岸立面防护、植被稀疏堤岸生态

治理，确保湖岸保持稳定。

景观打造中对包括云起岛、凤起岛、缘起

岛 3 个景观岛进行科学规划、超前设计、人工

治理，对清秀河入湖口、石盘河入湖口、苍竹

沟、向阳等 4 处湿地区域，根据水位涨消，通过

栽植芦苇、菖蒲、荷花等水生植物进行湿地治

理。同步包含山水云竹、观湖营地、云岚阁文

化园等 10 余处景观节点建设。

（下转 C3 版）

云竹湖：

一湖山色映天际 碧波万里水云阔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系列报道之四

科学导报讯 4 月 21 日，从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我省出台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实施意见，加快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

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意见要求，按照“2024 年到 2026 年，每年

建设 300 个以上精品示范村、2500 个左右提

档升级村；到 2027 年全省建成 1000 个以上精

品示范村，1 万个左右的村实现提档升级”总

体要求，一体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

理。治理后的村庄实现“三基本”：基本看不到

污水横流，公共空间基本没有生活污水乱倒乱

排现象；基本闻不到臭味，公共空间或房前屋

后基本没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等；基本

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

可。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因地制宜选择污

水治理模式和技术，在常住人口较少、居住分

散的村庄，与农村庭院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相

结合，优先推行污水资源化利用；对于距离城

镇较近且具备条件的村庄，则采取纳入城镇污

水管网/厂的治理模式；而在人口集中或相对

集中的村庄，将因地制宜建设相对集中式或集

中式处理设施。

加强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

接，将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

命，鼓励推广有利于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技术，

确保改厕工作与农村污水治理一体化推进。同

时，加强粪污收集利用体系建设及运维，确保

粪污满了有人掏、有设施处理或利用，严禁厕

所粪污直排或化粪池溢流。

此外，我省将强化设施建设和运维质量管

理，有序推进非正常运行设施分类整改，完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机制。

与此同时，我省将强化问责机制。对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显著的地方，给予通报

表扬，在资金分配时予以倾斜支持。选树优

秀型案例，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进行

宣传推广。对存在突出问题的，进行通报批

评，并在资金分配时进行扣减。对于工作推

进不力，导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在国家

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被扣分，影响全省大

局的，将按程序约谈县（市、区）政府主要负

责人。

武佳

我省出台意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村庄要变美，污水先变

样。曾几何时，农村生活污水随

地散排、厕所化粪池渗漏等问

题的存在，影响了农村饮用水

安全，给人居环境带来很大危

害。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重

点任务和突出短板，是一项影

响大、难度大、责任重的工作。

笔者所在的苏北新沂市

共有 1113 个自然村，目前已

累计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691 个。为一探这些建成设施

的运转情况，笔者进行了随机

走访，看到的污水处理站都在

运转，污水处理站旁边的人工

湿地里植物生长茂盛，湿地一

端有清水不断流出。

然而，初期在农村建立一

个这样的生活污水处理站并不

容易，最大难点在于村民不认

可。即使政府出资，很多村民仍

持观望态度，有的村民嫌脏，不

同意在自家周边建站，有的甚

至不同意在自家院内建管纳

污。直到一些村庄的污水处理

站建成，村民们看到人工湿地

生机勃勃、流出清澈的净化

水，才逐渐认可这一模式。

人工湿地是在天然湿地

的净化功能基础上，用砾石、

砂、土壤等介质按一定比例进行底部封

闭并有选择地植入水生植物的污水处理

系统。在农村，污水处理站附带人工湿地

是性价比较高的污水处理系统，具有缓

冲容量大、处理效果好、投资省、运行费

用低、美化景观等特点，还可以供野生动

物栖息。在运维过程中，人工湿地不需要

投加药剂和水泵做功就可完成总磷的削

减，只需要每年初春对枯死的植物进行

收割清理即可。

但是，人工湿地也有一些缺点。比

如，湿地内部要栽种水生植物，真正实现

稳定运行需要较长的培养周期。人工湿

地还易受病虫害影响，加之污水性质复

杂，如遇到水质不达标的情况，处理不当

反而会让人工湿地成为污染源。尤其是

对恶劣气候抵御能力弱，净化能力受作

物生长成熟程度的影响大。

对此，笔者认为，村庄污水整治必须

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将源头

管控和综合施策相结合，将集中治理与长

效管理相结合，推动统筹规划、建设和运

行。同时，与供水、改厕、水系整治、农房道

路建设、农业生产等一体推进、有效衔接，

才能确保治理工作落地见效、标本兼治。

不同村庄的具体情况不同，人工湿

地并不适应所有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合适的污水治理方式。比如，厕改完

善、常住人口多、供水量大的地区，可采取

建管网配设备的方式；住户分散、常住人

口少、供水量小的地区，可采取人工湿地垣
资源化利用的方式；针对不同村庄特点，

也可采取污水处理设施垣人工湿地垣资源

化利用相结合的模式。同时，考虑到技术

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应以自然修复为

主、人工修复为辅，尽量减少人工干预。

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不能只重建

设，不重管理。即使是人工湿地，也必须

建管并重，让污水处理设施有效运转起

来，这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关键。要聚

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薄弱环节，加快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构建“源头管控到位、

设施配套到位、管网湿地养护到位”的污

水收集处理体系，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夯实基础保障。 蒋绍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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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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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2024 年 4 月 18 日是

国家植物园揭牌运营两周年。当日从国

家植物园获悉，按照国家林草局和北京

市人民政府工作部署，国家植物种质资

源库计划于今年年内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6 年正式运营。

据介绍，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位于

国家植物园（北园）西侧，总占地面积 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

遵循“广泛收集、科学保存、深入研究、

永续利用”的方针，国家植物种质资源

库规划收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植物种

质资源 7 万种，实现中国珍稀濒危植物

全覆盖。

这一资源库保藏植物资源类型包

括植物种子、试管苗、DNA、植物活植

株、花粉和孢子、植物组织、器官、植物

微生物等。计划建设自动化库、手动库、

超低温保存库，种质数据信息管理区、

珍稀濒危植物示范区、科学研究区等区

域，集收集储藏、研究利用、科普展示、

国际交流等功能于一体。

目前，国家植物园已经开展三北地

区植物种质收集工作，对包括紫椴、黄

檗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内的

500 余种植物进行种质收集。收集到的

种质资源已经在预备库中进行规范化

管理，计划 2026 年运营时，第一批种子

入库保存。 杨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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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组合拳”

科学导报讯 日前，省自然资源厅按照资源

公有、物权法定和统一确权登记的原则，启动了

省内 73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地、9 个省直国有林

区、4 条省级河流、3 座省管水库以及 1282 个省

级矿区的自然资源所有权首次登记。登记的自然

资源类型和范围为：登记单元内的水流、森林、草

原、荒地、湿地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

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自然生态空间。

据悉，此次登记共预划分 1507 个登记单元。

其中，包括关帝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内的 73 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地，涉及全省 11 个市 78 个县（市、

区），根据山西省最新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

预划登记单元范围。 李全宏

我省重点区域

自然资源首次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