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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科学导报讯 根据省委部署要求，5 月 13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金湘军在太原现场推进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暨省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工作安排，提高政治

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争做“一

泓清水入黄河”的排头兵先行者，以实际行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副省长汤志平、杨勤荣参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

莅临山西考察调研，足迹遍布沿黄 4 市和沿汾

6 市，在太原市强调“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

河，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水

入黄河。”13 日上午，金湘军带领省直相关部

门负责人来到太原市胜利街泵站，详细了解太

原市雨水系统、污水系统设计布局，察看调蓄

池清淤情况，询问混接点及雨污分流改造进

展。在南线排洪渠入北涧河口，察看雨污水管

网分布，了解封堵非法排污口等情况。在汾河

胜利桥段北沙河入东暗涵口，了解汾河暗涵总

体分布，询问暗涵功能、排放水质等情况。在晋

阳街泵站，听取扩容改造工程介绍，察看抽排

污水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金湘军强调，今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 5 周年，也是我省加

快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的攻坚年、关键年。

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生

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工作，加快“一

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建设进度，全面提升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效能。要狠抓泵站设施扩容提

升及清淤作业，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标本兼

治，加快雨污分流、雨污混接点改造等工程进

度，让雨水、污水真正“各行其道”。要进一步

完善体系设计，严格排放标准，加强运行调

度，省市协同、部门联动、同题共答，推动入汾

水质稳定达标，持续改善省城水生态环境质

量。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发扬斗争精神，

严罚重处、铁腕整治，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保

持持续高压震慑。要统筹抓好源头防控和重

点领域治理，一体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

示片披露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和审计署专项审计指出问题的整改落实，以

改促治、以治提效，加快实现“一泓清水入黄

河”，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厚植生态底

色。

张巨峰

坚决扛牢政治责任 狠抓重点工作落实
争做“一泓清水入黄河”的排头兵先行者

5 月 11 日，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暨省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召开会议，观看

2023 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

听取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分析形势任

务，全力推进问题整改。一分部署，九

分落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警

示片披露问题整改工作，高标准打好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凝聚

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四次莅临山西考察调研，足迹遍

布沿黄 4 市和沿汾 6 市，强调“不利

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坚决不能

做。”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湖库

生态保护治理”。我省坚决落实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

入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攻坚

战，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要实验区，黄河流域整体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

今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实施 5 周年，也是我省

加快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的攻坚

年、关键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年内，山西将全部开工“一泓清水入

黄河”工程，累计完工率达 50%，同时

全面开展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传递出加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

政策体系为先，提升绿色担当。全面落实《山

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

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山西省“十四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以及推进“三北”工程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机制，为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

理攻坚战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是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也是山西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治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使

命。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依法依规、分类

施策，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

要求，推动警示片披露问题得到彻底整改整治。

同时要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全面巩固

整改成效，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发生。

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

展，也直接关乎我省发展大计、民生福祉。要坚持

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基准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打好环境问题整治、深度节

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的攻坚战。坚持“四水四

定”，推动水瓶颈迈向水支撑。

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是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要

树立“一盘棋”思想，从流域系统性和生态整体性

出发，系统实施好“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

程，突出抓好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持续稳定提升流

域生态环境质量，让黄河的生态之美渐次展现。

文物保护力度持续加强，文物保护基础不断

巩固。平陆县杜家庄段黄河岸边的石崖上，一段

680 余米长的黄河栈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山崖凸出的岩壁上，绳磨槽痕清晰可见，黄河船

夫的号子声仿佛仍在耳畔。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做好黄河

文旅深度融合文章，发展好各县特色的县域经济。

“一条大河波浪宽……”黄河两岸正在铺展

山河壮美的新画卷，我们必将书写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治理的壮丽史诗。 徐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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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在南线排洪渠
入北涧河口，察看
雨污水管网分布，
了解封堵非法排污
口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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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今年 5 月 13 日至 19 日是我国

第 34 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绿色转型，节

能攻坚”。5 月 13 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湖

北省人民政府在武汉市举办 2024 年全国节能宣

传周启动仪式。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将陆续开展重点行业企业节能降碳

行动宣传活动、全国低碳日宣传活动、公共机构

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绿色低碳生活宣传活

动、全国节能宣传周进校园科普和宣传活动、全

国节能宣传周进家庭宣传活动等，并结合实际

组织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宣传活

动，引导全民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

式，共同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节能降碳的

良好氛围。

王浩

2024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

近年来，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峻，地球

升温引发的冰川融化、极端天气频发等对粮

食安全、能源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生物多样性等造成了严重威胁。2024 年 5
月 15 日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低碳，

美丽中国”。在此，我们向社会各界发出倡

议，学习了解气候变化知识，提升生态文明

素养，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1.低碳衣着：减少同类衣物和非必要衣

物购买；购买时尽可能选择棉、麻等材质的

衣物；循环利用闲置衣物。

2. 低碳饮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

惯，拒绝铺张浪费，践行“光盘行动”；降低外

卖点餐频次，减少或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

3.低碳居住：节约用水、用电、用气；及时

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水龙头；选用高能效家

电、节水型器具，一水多用，合理设定空调温

度；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和过度包装物。

4. 低碳出行：减少燃油私家车使用频

次，优先选择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系统等

绿色出行方式，积极践行“135”行动（1 公里

以内步行，3 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 公里以内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购买新能源汽车或节

能型汽车。

5.低碳办公：减少纸质文件的打印、印

刷量，提倡双面用纸和纸张的再利用。实施

绿色照明工程，采用自然采光，合理设定空

调温度。尽量采购绿色产品。

6.低碳会展：低碳布展，尽量采用可重

复利用的材料，选择节能展示设备；低碳宣

传，通过数字化展示方式，替代纸质宣传

品；低碳运输，尽量选择当地的供应商和合

作伙伴，鼓励参会人员采用公共交通工具

或共享出行方式；鼓励组织者对大型活动

实施碳中和。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让

我们一起关注气候变化影响，坚持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并重，努力践行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共同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美丽山西，共享美好

生活。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4 年 5 月 15 日

2024 年“全国低碳日”山西主场活动———绿色低碳生活系列之

山西省 2024 年全国低碳日倡议书

共建美丽山西 共享美好生活

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深刻印记、文明

的璀璨结晶，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更是中华儿女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日

益加剧。气温的持续攀升、风雨的频繁侵扰，

让山西珍贵的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不仅是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当代社会的责任担当。为了更好地保护山

西珍贵的文化遗产，促成更广泛的共识、更

有效的行动，形成气候变化下文化遗产保护

的“山西样本”，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

文物局、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联合向广大公

众倡议：

一、深化科学认知

推动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的科学研究，

深化气候变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工作。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与文化遗产保护

之间关系的科学认知，增强对气候变化下文

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参与保护行动

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志愿活

动、公益讲座和展览沙龙等，了解文化遗产

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以及气候变化对文化

遗产的影响。开展气候变化下文化遗产保护
行动，为世界、中国提供山西解决方案。

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从自身做起，低碳出行、节能省电、合理

消费、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衣

食住行做起，践行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聚

沙成塔、众擎易举，通过践行低碳行为减少

碳排放，为减缓气候变化贡献个人力量。

四、及时报告安全隐患

发现文化遗产周围存在因气候变化而

加剧的安全隐患时，如极端天气造成的结构

失稳、水患侵蚀、火灾风险增加等，立即向相

关部门进行报告，助力专业机构及时采取措

施，减轻或防止潜在的损害。

五、传播保护理念

借助不同传播渠道，通过社交媒体分

享、举办主题讲座、参与公共论坛讨论等方

式，向更多的人传播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

影响以及保护的重要性，讲述“低碳山西，文

化同行”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加入到应

对气候变化、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中。

六、支持保护工作

支持相关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见

征求环节，为气候变化下文化遗产保护提出

宝贵建议。积极参与气候变化下文化遗产保

护，关注保护项目实施，募集研究和保护资

金，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本宣言旨在呼吁全社会高度关注气候

变化对文化遗产的深远影响，并积极参与保

护工作。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些璀

璨的文化瑰宝，为后世子孙留下丰富的历史

遗产和文化财富。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山西省文物局

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

2024 年 5 月 15 日

2024 年“全国低碳日”山西主场活动———适应气候变化系列之

气候变化下文化遗产保护宣言

金湘军在太原现场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