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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美锦煤化工、新天源药业、东锦

肥业等示范企业 18 户；创建龙山大街、

义南线等示范道路 6 条；创建青村、夏

家营村等示范村庄 4 个……今年以来，

交城经济开发区 （以下简称开发区）认

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对开发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部署，立行立改，扎实推动

开发区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

据交城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交城县委、县政府制订的《开发区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精神，开发区

主动扛起整治工作的主体责任，从强化组

织、压实责任、兜底保障、联合执法四方面

推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成立“整治突击队”。对辖区内困难企

业、偏僻小道、卫生死角的整治工作全面

“兜底”。截至目前，整治突击队出动人员

220 余人次，出动大型机械 40 余台次，清

理垃圾 60 余车，已完成高速沿线、高速

桥、银通路、天铸公司等重点区域及环境

管理“盲区”的初步整治。

成立联合执法领导组。开发区抽调吕

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交警队、治超

办等有关职能部门的 18 名精兵强将对开

发区道路的交通、车辆运输、各企业环保、

环境卫生整治、物料存储和装卸等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典型问题，进行不间断检

查及全覆盖查处。

“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已初步建立，

开发区道路抛洒、超载等违法现象明显减

少。”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联合

执法期间，共累计出动执法车辆 100 车

次，检查人员 320 余人次，警示教育车辆

130 余辆，处罚抛洒车辆 10 余台，查扣移

送违法车辆 3 辆。

按照交城县委、县政府“十年不落后”

的要求，对开发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进行

统一规划设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规划、可研报告已全部完成，规划涉及青

银高速两侧及开发区内 26 条道路绿化提

升，治理长度 54.17 公里；4 条河道（火山

河、壶瓶石河、王山河及白石南河一部分）

的生态修复，治理长度为 11.32 公里；晋阳

路、工业东路等 8 条道路路面提质改造，

建设里程 7.56 公里；银通路的弱电工程

3.11 公里。

“示范创建工作在此次开发区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中充分发挥了引领作用，以点

带面推进了开发区生态环境整体提升。”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18 户示范企业预计投

入 1.2 亿元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对企业内设备、道路、立面、绿化等进行整

治提升。

按照 《开发区企业环境整治工作方

案》部署，开发区已制定“一企一策”共

150 份，并下发至企业，企业重点围绕大

门、围墙、建筑和厂房立面、公共区域和公

共设施、物料运输和装卸、物料存储场所、

管廊管线、车辆管控等八个方面开展整

治，目前 150 户企业先行先改的整治工作

已基本完成，需深入推进的工作已全面铺

开。

经交城县政府今年第 39 次常务会研

究审定，明确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实施

主体开展开发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项目。项目于 3 月 29 日在网上公开招标

公示，4 月 17 日项目已开标，4 月 19 日承

建单位与设计单位进场。据了解，今年，交

城县政府将总计投资近 5 亿元对开发区

及周边开展整治提升。

此外，按照设计，在交郑线设立忠孝

文化、红色文化、乡村振兴文化墙，提升道

路文化风貌；设置 4 座开发区标识，提升

开发区文明形象，为营商环境注入新活

力。

“环卫绿化一体化管养将建立以开发

区 22 条道路路网为核心，统一管理、公司

化运营的环卫管理模式，提升环卫标准化

长效管理水平。”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积极探索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建管

用”长效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开发区生态

环境建设成果长期稳定发挥效用，开发区

正在以山西交城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为主体承接经济开发区环卫绿化

一体化管养事宜。

缤纷夏日的清晨，阳光洒在紫川河

上，入目所及皆是一派旖旎风光：河面

开阔、碧波清流，两岸的垂柳绿意盎然、

身姿婀娜，新建成的人工步道色彩鲜

亮，三三两两的游人或健步锻炼，或漫

步休闲……

这里是隰县紫川河城区段，得益于

隰县紫川河滨水生态修复工程，昔日长

满荒草、堆满垃圾的河道如今拥有了

“一川清水”的傲人风姿。

“我在河边住了 30 多年，是亲眼看

到紫川河大变样儿的。”正在河边散步

的附近居民刘向平感慨道。

在他的描述中，紫川河曾经的模样

逐渐清晰：二三十年前，紫川河的主色

调是灰绿色，河边上有不少排污口，河

道里则是垃圾遍地，枯水期是涓涓细

流，汛期则是污水横流。刘向平说：“垃

圾堵塞了河道，有一年连续强降雨，河

水都漫上了桥。大概十五六年前，紫川

河第一次治理，挖走了河道的垃圾，建

起了人字闸进行蓄水。后来由于人字闸老化、护岸坝损坏

漏水、防水层脱落，防洪作用大打折扣。”

2022 年，隰县县委、县政府根据省、市加强“两山七河

一流域”治理和实施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等一系列部署要

求，规划启动了紫川河滨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决定通过

分段治理，首先完成西留庄桥至古城沟段的生态修复。

“在一期工程中，我们实施了河道清淤、跌水坝改造、

新建拦水坝、河道子槽建设、护岸修整等工程，先后治理

河道 1.58 公里，建起 7 座液压坝及配套设施，完成两岸二

级平台钢筋混凝土浇筑和观景台主体建设。”隰县河道治

理工程项目部负责人秦艳军介绍。

在隰州广场附近的河边，一座造型别致的观景台钢

结构主体已经建成，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防锈喷涂和玻璃

安装；在河道西侧，几名工人正在铺装步道石材。

秦艳军介绍，目前工程已经完成彩色沥青景观 1.3 万

平方米，广场石材步道铺装 800 平方米，建成异形钢结构

廊架 2 座、滨水挑台 100 平方米、观景平台 700 平方米，

完成庭院路灯安装 200 套、LED 线形灯 4800 米、地射灯

30 套，完成投资 4333.38 万元。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附近居民张建平路过时总要停

下脚看一看，从河道清淤到河堤垒起，从河坝修建到护栏

安装，他欣喜地看到紫川河一步步变成了干净整洁、鸟语

花香的生态景观。“每天漫步在河边，心情格外舒畅。”

“今年 1 月，《隰县紫川河滨水生态修复（二期）景观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制完成，二期项目即将启

动。”秦艳军说，二期项目将完成紫川河约 12 公里两岸沿

线生态修复，滨水生态修复总面积约 62 万平方米，构建东

西两岸全长 23 公里的健康步道，打造丰富多样的生态岸

线，塑造隰州紫川八景，完善居民亲水体验。

紫川河滨水生态修复（二期）景观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1.24 亿余元，将进一步美化隰县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品

位，改善隰县中心城区生态环境及人居环境，促进区域经

济的整体发展。

这也描绘出紫川河未来的模样：二十里水景长廊，二

十里园林景观，人在画中，水韵含香。

“滨水空间是城市中尤为重要和独特的组成部分，是

城市的蓝绿生态廊道。项目二期能够让隰县紫川河滨水

生态修复与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再生，共建一个水生态、水

安全、水文化的城市滨水公共活力带。”秦艳军说，“我们将

加快推进二期项目的实施进度，力争早开工、早建设，为全

市实现‘三个努力成为’作出应有贡献。” 柴云祥 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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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尾矿库生态环境风险调研会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

科学导报讯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尾矿库重大环境风

险，及时了解掌握尾矿库企业相关情况，5 月 23 日，忻州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了尾矿库生态环境风险调研会。

会议通报了忻州市去年尾矿库污染防治工作情况，

相关县（市、区）分局、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就当前尾

矿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部门履责、企业担责。一是

要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全市尾矿库污染防治工

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认真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转

发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在全省开展尾矿

库安全隐患和生态环境风险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的通知》精神。二是要明确职责、狠抓落实。进一步压实企

业主体责任和监管主体责任，明确工作步骤、细化重点任

务、畅通沟通渠道，督促相关企业（单位）加快推进治理工

作。三是要坚守底线、确保安全。统筹组织全市执法力量

进行全覆盖检查，对环境风险治理不到位或拒不治理的，

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跟踪督办落实；对环境风险问

题突出的，要挂牌督办，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四

是要严肃考核督办，对因专项行动开展不力、信息报送不

及时、未按要求报送等行为影响整体工作的县（市、区）及

尾矿库企业进行通报。 李鑫磊

“看，大天鹅！”今年春节前后，一组组大

天鹅游弋盐湖的照片在网上成功“出圈”。大

天鹅或蹁跹起舞，或结对觅食，为千年盐湖

增添了无限灵动与生机。

退盐还湖，山水更美。岸越来越绿，景越

来越靓，网红打卡地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

友好宜居，一幅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徐徐展

开……

追青逐绿，多彩盐湖

湖光山色，草木葳蕤，百鸟翔集，初夏的

盐湖迎来了它最美的时节。

从七彩盐湖景区出发，一路向北踏上

19 号路，循着淡淡椰味的泥土气息望去，只

见沿堤埝两侧的坡面顺势铺设的护坡“神

器”椰丝毯里，连片成势的黑麦草、碱蓬草十

分丰茂。

2021 年开始实施的盐湖堤埝除险加固

及生态修复项目，按照一定的坡度整修堤埝

边坡、撒播草籽，在整修后的边坡上摊铺椰

丝毯，从而有效实现保湿保温、防止冲刷、护

坡绿化。同时，椰丝毯的降解特性使之可以

成为土壤的肥料，也是一种生态循环。

再往北约两公里，19 号路的最北端，是

一条横贯东西，铁锈红、国际灰相间的七彩

环湖绿道。由此一路往东，只见一丛丛茂密

的芦苇与新栽植的格桑花、槐树相映成趣，

功能丰富的健身器材上人影绰绰……

“七彩环湖绿道全长 15.14 公里，总宽 6
米，向东修至鸭子池，两旁的绿化面积 5.9
万平方米。我们还逐步实施绿道智慧工程，

每间隔 100 米安装监控摄像头，特别是智慧

步道大屏可以展示运动者的运动时长、运动

速率、运动习惯等数据，并具备智慧存包、意

外摔倒报警等功能。”运城市水务投资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盐湖堤埝除险加固

及生态修复项目经理杨素平介绍说，“下一

步，我们还将建设智慧路灯、步道驿站、手机

充电桩、音响等附属设施。”

七彩环湖绿道中部，一座酷似盐晶的多

面几何体建筑物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为绿

道配套建设的智慧管理房，其设计灵感源于

盐田，通过形体切割方式形成盐晶般的多面

几何形体，立面层叠而上的材质隐喻盐田的

肌理，充分彰显了盐湖的地理特色。”杨素平

说，“智慧管理房总建筑面积约 385 平方米，

是一站式、功能复合型驿站，集会议、大数据

中心功能及配套管理办公于一体，可为游客

提供全方位服务。”

与色彩斑斓的环湖绿道有得一拼，位于

盐湖核心位置的七彩盐湖景区，全面提升改

造项目施工现场也是绿意无限：地表植草、

海棠、杏树等立体绿化琳琅满目，层次分明；

国内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全新上马，污水直

排将成为历史……

治水造景，品质盐湖

4 月 29 日，北邻池神庙、南靠盐湖 22
号堤埝的盐湖生态湿地公园开园迎客，为运

城市区新增一处可休闲观湖的生态景观。

新栽植的黑松、白蜡、苦楝、柽柳、榆叶

梅等耐盐碱植物迎风挺立，红尾伯劳、布谷

鸟、凤头百灵等 26 组盐池鸟类照片流动展

示……行走在长 530 米的环形土色沥青路

上，沉浸式感受盐池风物，可谓美不胜收。

“此前，这里是堆放建筑垃圾的裸露地

皮，经过持续的生态修复及保护，如今焕然

一新。我们在尽量保留植被原貌的基础上，

统筹考虑盐池生态环境，因地制宜选择栽植

灌木及地表植物。”运城市水投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崔作铭说，“目前，盐湖生态湿地

公园正与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及盐湖 22 号

堤埝串珠成线，形成一条体验盐历史文化、

休憩漫步的特色旅游线路。”

盐湖生态湿地公园生态修复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除建有生态公园外，还形成了

一道长 300 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该区域以大

叶女贞、榆树、国槐为主，配以相应的灌木及

草坪，还兼具生态停车功能，可容纳近 500
辆机动车同时停放。

“退盐还湖”，“还湖于民”。近年来，运城

市不断加大生态修复力度，把盐湖从矿区、工

业区变为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驱车来到盐湖十里北坡绿化工程的圣

惠古镇二段，这片长 2.3 公里、占地 480 亩

的园林式绿色长廊蔚为壮观。

沿着 4 米宽的管护步道蜿蜒向前，两侧

海棠、樱花、小龙柏、侧柏、国槐等乔灌木花

草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红色仿

古式泵站管理用房点缀其间，山体挂网喷播

的紫穗槐、黑麦草和高羊茅等绿意葱茏。

再往西走，是比圣惠古镇二段治理更早

的东淡泉段。漫步于东淡泉段的林间小路，

层层林木铺天盖地，鸟鸣、蛙声声声入耳，鱼

塘里的鱼儿成群游弋好不自在，加之处处扑

鼻的清新空气，宛若天然的森林氧吧。值得

一提的是，这里采用沿着山体坡度的梯田式

修复方法，有效改变地形坡度、减少水土流

失。同时，“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

栽植乔灌木 40 余种，最大程度保持盐湖北

坡的生态多样性。

曾几何时，沿盐湖北坡一带乱搭乱建、

乱占乱倒、乱排乱放屡禁不止，导致垃圾遍

地、臭水横流、蝇蚊乱飞，成了“城市的伤

疤”。近年来，运城市持续高位推进盐湖十里

北坡绿化工程，将东起安邑东路延长线，西

至书院东路，南至滨湖路，北至北禁墙以南

50 米，总面积 184 万平方米的区域分四段

实施，目前已完成其中的两段，“四季常绿、

有花有果”的美景恰似世外桃源……

天人合一，宜居盐湖

掩映在绿树繁花间的亭台楼榭、休憩长

廊别致典雅，承载着当地厚重历史文脉的匾

额楹联、石雕石刻琳琅满目，依势而建的百

年一遇防洪标准拦沙坝古韵十足……北眺

盐湖，南依中条，一步一景、处处有景，在南

山新境市民广场长 1.6 公里的休闲步道徜

徉漫步，兼具自然与人文的人间胜境让人流

连忘返。

“以山为魂、以水为脉、以湖为景”，作为

运城市一项重大的生态修复工程、文旅精品

工程和民生福祉工程，南山新境市民广场项

目集生态宜居、文化旅游、康体休闲、品质教

育、商业服务于一体，是有效改善南山生态

环境、提升城市发展品位的重要举措，也是

促进盐湖旅游发展、构建绿水青山中条新生

态文旅经济示范带的重要载体。

南山生态体育公园是南山新境市民广

场的重要板块之一。这里修建了羽乒馆、足

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康体跑道等，可满足

各年龄段市民多元化的体育健身需求，充分

体现全民健身、大众运动的健康理念。

篮球场上，几个年轻人肆意奔跑，挥洒

汗水；儿童无动力乐园里，孩子们玩着滑滑

梯、跷跷板，欢乐声不绝于耳；健身区，不少

老年人在活动筋骨，十分悠闲……“这里的

运动设施都是免费的，市民可以在这里一边

欣赏美景，一边尽情运动，感受人与自然的

和谐。”南山新境市民广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南山生态体育公园占地 362 亩，除了运

动板块外，还有休闲和生态两大板块。休闲

板块包括宠物乐园、攀岩、围棋社、河东书社

及观景平台等，生态板块则包括生态活动草

坪、山地自行车越野项目等，将各种活动空

间隐于茂密树林间，在有限的植物种植基础

上增添大量自然植被，实现对山体的水土保

持、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公园的建成开放，

可充分满足市民体育健身、户外运动、拓展

训练等多样化体育健康需求。

绿了南山，亮了盐湖。依山傍水的南山

新境市民广场，立足生态、生活、产业三大

维度，共完成生态修复面积 220 万余平方

米，种植各类树木 15 万余株，植草 62 万余

平方米，山体修复 15 万余平方米，形成水

面 26 万余平方米，建成中条山文化博览

园、高端住宅小区红树林和海棠湾一期项

目。眼下，这一区域的学校、医院、市政道

路、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正加快

规划建设，一个全新的全域旅游休闲度假

社区将实至名归。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沿着盐湖南岸，曾是昔日人见人愁的“池

南”。现如今，一个个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

如珍珠般散落，整洁优美的新家园让人流连

忘返。

抬头是“画”，入目是“景”。行走在盐湖

区南城街道柏口窑村，白墙黛瓦农家小院，

林木苍翠青山叠嶂，鲜花绿草点缀其间，目

光所至，皆为美好。

“村集体的废弃宅基地变身停车场，宽

敞又方便。”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道路平整畅通，心

情也很舒畅。”

“村里有广场也有小游园，一点不比城

里差。”

相继实施的乡村主街道门面立面改造、

人行道铺装、污水管网铺设、路面硬化、路灯

安装及绿化等提升改造工程，令村民分外自

豪。

“立足打造环境优美、村容整洁、宜居宜

游的和美乡村，今年我们还将开始实施村内

污水管网及路面硬化、天然气入户、弱电线

路规整、巷道绿化等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柏

口窑村党支部书记张若尧说。

“颜值”提升，带来的是“价值”凸显。近

年来，柏口窑村以发展“农文旅”为主导，最

大限度盘活闲置资源，着力打造集旅游、餐

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经济圈”。

“在人居环境整治的加持下，越来越多

的大学生返乡创业，比如十字路口周围的农

家乐、公寓、游乐场、网红餐厅、露营基地，生

意十分火爆！”张若尧说，“目前柏口窑村沿

街商铺中，仅本村村民开设的就有 50 多家。

其中，餐馆 29 家，民宿 7 家，从业人员 200
余人。”

物质的富足，带动精神富有。每天，活跃

在柏口窑村大街小巷的锣鼓队和舞蹈队，敲

出村民幸福的心声，舞出对生活的热爱，也

表达着对宜居盐湖的深深自豪……

杨红义 柴瑜竟

人水共生 美丽盐湖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南晓辉

开展巡河清河护河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沃分局

科学导报讯 5 月 24 日上午，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曲

沃分局携手志愿者联合会开展“‘河’我一起，守护碧水”

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以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幸福河为目标，对汾河两岸曲沃段进行垃圾清理。活动

中，志愿者们对河道水质状况、周边是否有非法排污情况

等进行了巡查，同时对河堤周边的白色垃圾、杂物进行清

理。在捡拾垃圾的过程中，志愿者们还向周边群众宣传了

环保知识，呼吁大家提高环保意识，在享受美丽风景的同

时，自觉维护河道两岸的环境卫生，争做保护环境的倡导

者、维护者、实践者，让我们的汾河水越来越清，岸边的景

色越来越美。 邵康

交城经济开发区

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吕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