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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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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论坛K

科学导报讯 6 月 3 日，2024 年六五环境

日山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运城会展中心举

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川出席仪式并

宣布活动启动。副省长杨勤荣出席仪式并讲

话。运城市委书记丁小强致辞。省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董一兵、省生态环境厅厅

长王帅红、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副主任高

中山等出席仪式。

杨勤荣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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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扛起建设美

丽山西、保护黄河千秋大计的重大政治责任，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全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运城殷殷嘱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集中力量打好“一泓清水入

黄河”、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固

废污染防治等标志性攻坚战，持续稳定改善全

省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坚

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要不断筑牢生态
环境安全屏障，深入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

态修复治理，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和应急响应，

坚决守好生态安全底线。要加快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生态环境治理

全过程、全领域，让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成为生

活时尚，全社会共同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山西新画卷，唱响新时代“山西好风光”，

为美丽中国建设增绿添彩、贡献力量。

丁小强在致辞中代表运城市四大班子向

与会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运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

衷心感谢，并从黄河腹地、文化高地、宜居福

地、粮果基地、产业洼地 5 个方面向与会人员

介绍了全市市情和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的成果。他表示，运城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

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兄

弟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坚持全领域转型、全方

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参与，以更强决心

推进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以更高标

准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以更大力度加快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让绿水青山成为运城

的优势和骄傲，为建设美丽山西作出运城新的

更大贡献。

上午 9 时许，张志川宣布 2024 年六五环

境日山西主场活动正式启动。随后，张志川、丁

小强、王帅红和“美丽山西”公益大使共同为启

动台浇水，标志着 2024 年六五环境日山西主

场活动全面启动。

启动仪式上，董一兵和省作协主席李骏虎

为山西省作协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授牌，王帅

红为 6 名“美丽山西”公益大使颁发聘书。绛州
鼓乐《鼓韵龙腾》、歌曲《这里最早叫中国》、大

合唱《美丽山西我的家》等精彩节目，展现了生

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守护家园的责任担当和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据悉，我省还将以“美丽山西，全民行动”

为主线，深入组织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

讲活动，举办低碳进社区活动。全省中小学生

践行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也将启动，并持续

至 10 月份。全省环保设施开放单位以及相关

园区、企业，将通过现场参观、云端、VR、短视

频科普等形式，向公众开放环保设施，推动凝

聚全社会生态环境共识。

活动中，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生态环境保护

成果展，前往运城盐湖 22 号堤埝、河东池盐文化

博览园等观摩调研该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全省各市生态环

境部门负责同志、运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王文军

为美丽山西作出新贡献 唱响新时代“山西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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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六五环境日山西主场活动在运城市启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

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上下功夫”。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产业

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相辅相成、

和谐共赢。乡村振兴中，生态保

护与产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没

有生态资源作为依托，产业发展

就是无源之水；没有产业发展作

为支撑，生态保护也难以持久。

实现产业生态化能够把对自然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降到最

低，实现生态产业化能够带动环

境保护、水资源保护、土壤改良等

产业的发展，形成农村生态环境

改善的良性循环。

以产业生态化打造乡村振兴

“绿色引擎”。产业生态化，就是

在生产资料和投入要素的采集、

投入、生产、制造、产出的全过程

中，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为主要目

标，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产业

结构、流通和消费方式进行生态

化改造，在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实践

证明，推进产业生态化既有利于

提高传统产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

济效益，也有利于保护乡村生态

环境。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

大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生态环境也是

生产力。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乡村新发展

格局，才能实现产业兴旺同生态宜居的有机统

一。产业生态化是实现乡村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的有效途径，是乡村产业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

择。要主动放弃以往单纯依靠农药化肥，追求

“大、快、多”的发展方式，按照产业生态化的发

展要求，采用节能低碳环保可持续的方式改造

传统产业，促进产业改造升级。

以生态产业化构建乡村振兴“绿色银行”。

生态产业化，就是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在确保生

态系统功能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将山水林田湖

草沙等生态资源作为生产投入品，通过运营实

现生态资源的转化与应用，通过产业集聚和联

动、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等方式，促进实现生

态资源保值增值。推进生态产业化既是推进生

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也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的现实体现。经济发

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生

态产业化发展，关键是要立足各地生态特点，在

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把生态产业化，因

势利导找准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切实将生态环

境转变成生态优势，将生态优势转变成为发展

优势。通过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资源不断升

值，使土地可持续生产，产业良性健康发展。

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本质上是要处理好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要通过促进产业生态化

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的有机统一，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共赢。

王早霞

张志川宣布活动启动 杨勤荣讲话 丁小强致辞

科学导报讯 记者杨洋 6 月 4 日，在六

五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山西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 2023 年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过去的一年，山西省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增强，美

丽山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污染防治攻坚战

成效考核连续两年被党中央、国务院评为优

秀等次。

2023 年，全省空气质量稳中向好。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4.48，同比下降 0.2%；

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后，优良天数比例为

76.0%，好于国家下达山西省年度目标；重污染

天数比例为 0.9%，连续三年稳定控制在 1%以

内。六项指标中，SO2、NO2、PM10、PM2.5 年均浓度

分别为 12ug/m3、31ug/m3、74ug/m3、37ug/m3，CO 和

O3-8h 百分位数平均浓度分别为 1.4mg/m3 和

168ug/m3。与 2022 年相比，公众关注的 PM2.5 平

均浓度下降 2.6%，创历史最好水平，较 2020
年改善 19.6%；SO2 平均浓度较 2020 年改善

36.8%。

地表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山西省地表

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93.6%，首次进

入“9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9.4%），创历史

最好水平。海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首次达

100%。黄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 90%。汾河

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 80.9%，同比提升 19 个

百分点。

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全省共监测

地下水质量监测井 255 眼，按照《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芋类标准评价，达标

监测井占 80.4%。其中 II 类水质井占 21.6%；

III 类占 58.8%；IV 类占 11.4%；V 类占 8.2%。

与 2022 年相比，达标井比例增加 1.9 个百分

点。

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向好。全省昼间城市

区域声环境质量平均等效声级为 50.8dB（A），

较 2022 年下降了 0.1dB（A），总体水平等级为

二级；全省夜间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平均等效

声级为 43.8dB（A），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全

省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平均等效声

级为 65.8dB（A），强度等级为一级；全省夜间

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平均等效声级为

58.4dB（A），强度等级为二级。全省城市功能区

声环境质量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4.6%和

83.3%，较 2022 年分别上升 3.0 个百分点、5.4
个百分点。

生态质量状况基本稳定。生态质量指数

（EQI）值为 57.18，生态质量为“二类”。与 2022
年相比生态质量无明显变化。

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空气、地表水、

城市地下水、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土

壤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处于正常本底涨落范

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环

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标规定的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

去年，全省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吃得放

心、住得安心”的总要求，源头整治与安全利用

双管齐下，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全省土

壤污染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土壤环境状况总体

保持稳定。2024 年，全省将按照生态环境部的

统一部署，制定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

计划》，进一步加强耕地土壤污染源头管控，严

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强化重点单位土壤环境

监管，精准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

控措施，开展高风险地块管控专项行动，及时

化解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确保人

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山西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通报显示

2023 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共赴美丽中国之约
不同的人，对美丽有不同的感知。有人偏爱

大漠落日，有人钟情烟雨江南，有人向往崇山峻

岭，有人追逐碧海银帆。有人因自然之美，对生命

心生感动；也有人因生活之美，对未来满怀憧憬。

对于美丽的理解，缘于个体对于美丽环境、

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建设美丽中国，本质

上是将所有人的共同理想放大并付诸行动。建

设美丽中国，追求的不仅是山川秀丽的自然美，

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社会美，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美。

这样的美，本质上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华夏儿女的追索和

探寻已在天地之中、山水之间徜徉千年。从“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到“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的人文

理念，再到“兼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五千年中华文

明充盈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结晶。

以古鉴今，砥砺前行。从召开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到出台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设计，从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压茬推进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从在区域重大战略中融入生态环

保要求到“双碳”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天地交泰诞生壮美山水，万物共生引发悠

远回响。如今，美丽中国画卷徐徐展开，我们描

绘的层峦叠嶂，勾画的碧波荡漾，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绽放出璀璨的光华。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幅美丽中国画卷上，

仍有一些不和谐的画面夹杂其中。大湖里“推不

掉”的非法矮围、大江边“拆不动”的违规码头、

大海边“消失”的“海岸卫士”、深山里“刻下”的

“大地疤痕”……这一切都警醒我们，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挑战重重、任务艰巨，须臾不可

松懈。

让“垃圾海平面”变身“滨海浪漫线”，厦门

以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发端，以高水平生态修

复助推高质量发展，有力证明了“碧海银滩也是

金山银山”；将“冷资源”化为“热经济”，哈尔滨

以文旅为先手棋，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生动

诠释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无数实践

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矛盾

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绿水

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金山银山又可以用来

建设绿水青山。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我

们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到持续推进“四大

结构”优化调整，从马路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

车到沙漠中连绵不绝的太阳能光伏板，从垃圾

分类、节水节能到光盘行动、绿色出行……建设

美丽中国，离不开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我们处理

好生产与生活的关系。

从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到

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大力弘扬生态

文明理念到加快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美丽中

国，推进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

全社会行动，既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也要

激发人人参与、人人共建的内生动力；既是党

委、政府的职责和使命，也是企业、公众等所有

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既要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

力，也要做到真抓实干、脚踏实地。全面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需要每一个人共同行动。

头顶有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身畔有清水绿

岸、鱼翔浅底，在家能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门

能尽享鸟语花香、田园风光。美丽中国，每一个

人的憧憬，每一个人的期待，每一个人的承诺，

每一个人的骄傲。

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

让我们携手同行，共赴美丽中国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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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2024 年
六五环境日山西主场
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