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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洪山泉域：

古泉焕新颜 清水暖民心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李恒松

“半亩新波涨小池，弱杨风里縠纹迟。年

年两岸春如画，白浪清歌上巳时。”清朝诗人

宋廷魁一首《临鸑鷟泉》将数百年前洪山泉

的美景描绘得清新脱俗，令人心生向往。鸑

鷟泉即洪山泉，这座被誉为“介休母亲河”的

泉，数千年来，历经兴—衰—治之殇，犹如一

位憔悴枯朽的老人。近些年，在当地政府及

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下，洪山泉池边绿树婆

娑，远眺山水相连，正逐渐恢复昔日“容颜”，

并以崭新的方式滋养着当地百姓。

因泉而兴 因泉而衰

洪山位于介休市城东南 13 公里处，海

拔 900 多米，是绵山向东延伸的一条支脉，

山下泉流数以百计，其中，最著名的为洪山

泉。洪山泉是晋中著名的岩溶大泉，为山西

省 19 个重点岩溶大泉之一。

洪山村是介休市最古老的村落，约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常住人口约 5000 余人。洪

山泉是洪山灌区的主要水源地，历史上洪山

灌区拥有 11.82 万亩的灌溉面积，承担着当

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用水，是介休市经济社会

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与保障。

在满足农业用水的前提下，与水相关的

产业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手工

业制造与商业活动中心。洪山因水资源优势

而形成介休历史上的香生产地。清末民初，

洪山香的运销范围可北到齐齐哈尔、俄罗

斯，南达印度，东至日本。整个洪山村每天可

生产香 300 箱，每箱 60 斤，按照当时人均一

天生产 10 斤香的产量，可以粗略算出洪山

村从事制香业者就达到 1800 人。

洪山还因盛产陶瓷而有“陶村”之称，现

如今介休博物馆展出的陶瓷制品多出自洪

山，在洪山有于 2006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洪山窑址。资料显示，该窑创

烧于五代，是北方民间著名瓷窑之一。据当

地村民说，鼎盛时期，这里曾有 30 余座瓷

窑，产品种类达二十余种,其生产的黑釉瓷曾

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章。

琉璃制造也是洪山依托水资源发展起来

的手工业类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以洪山

琉璃为代表的介休琉璃烧制技艺于 2008 年

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造产”称号。

据洪山镇综合文化站退休人员郭恒瑞

介绍，洪山镇除了陶瓷、琉璃、制香外，水磨、

草纸、草绳等产品也是常年产销两旺，从东

北、内蒙、北京等地而来的商贩络绎不绝，使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洪山镇成为繁荣富庶

之地，有“小北京”“小香港”的称号。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受采矿、补给减

少、上游深层井的影响，洪山泉水流量急剧下

降。洪山镇退休干部张安政无奈地说：“洪山泉

是介休市唯一的水源地，建国以后，洪山泉的最

大流量曾达每秒 1.7 立方米，可如今已锐减到

每秒 0.3 立方米，严重影响了介休市的发展。”

水源的断流迫使这些靠水而建的企业或改制

或搬迁，人员也随之迁出，留下一片旧厂房。

综合治理从未止步

洪山镇因水而兴，也因水而衰。曾经的

洪山泉水碧如玉、霞光倒映，到 2013 年蓄水

池则全部干涸，主蓄水池底只铺着一层浅浅

的泉水。曾经这里有多繁华热闹，泉水干涸

后就有多孤独冷清。年轻的居民纷纷离开，

只剩下一些老人还保持着从前的生活方式。

过往的繁华和喧闹被刻进了洪山老街的每一

条巷道、每一座房屋，密密麻麻的记忆伴随着

逝去的岁月而留在了这里的一砖一瓦上。

洪山泉的衰减影响了介休市生活用水

及工农业的正常生产。洪山泉断流后，村民

吃水都成了问题。市政府的两辆供水车每天

往返奔忙，当地村民用摩托车、三轮车载着水

桶去邻村拉水，这些也只是暂缓燃眉之急。

2014 年，村长张林忠面临窘境，带领全

村村民多方筹资，在村西门口开钻打井，历

经两个月，深钻 500 米，7 月 30 日，洪山村有

史以来第一口井试水成功，出水量 50 立方

米/小时。为进一步充足水源，2016 年 5 月 27
日，又在村东头开钻打了第二口井，历经 4
个月，深钻 700 米，又一次试水成功，出水量

100 立方米/小时。此举解决了村民的用水问

题，稳定了民心。

要彻底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恢复洪山泉

域原貌，要走的路还很远。多年来，介休市想

方设法改善洪山泉附近的生态环境，植树造

林、打击本市范围内的土小企业。目前，已植

树 3500 亩，打击土小企业 200 多家，可对于

整个泉域来说，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2022 年 12 月 1 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修

订通过《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正式施行，为全省泉域治理提

供法律依据。

洪山泉泉域面积达 632 平方公里，涉及

晋中市介休、平遥和长治市沁源三县市，三

地按照《条例》要求，在泉域保护范围内，控

制利用孔隙裂隙地下水和岩溶地下水开采，

限制新建、改建、扩建高耗水的建设项目。在

泉域重点保护区内，不得从事采煤、开矿、开

山采石；擅自打井、挖泉、截流、引水；排放、

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排

放、倾倒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行为。

如今，三地通过水利工程措施来缓解洪

山泉域的水资源破坏，使地下岩溶水不至干

涸，洪山泉域正逐渐恢复生机。

文旅赋能产业再生

在洪山村的洪山泉源头有座源神庙，是

洪山村村民祭祀源神的活动场所。据明万历

十九年（1591 年）的《新建源神庙记碑》记载：

“源神祠庙,当自宋以前已有之，而其为水利

所在，从来最深远”，可见源神庙由来已久。

源神庙作为历代处理水利事务办公之

所，供奉的着尧、舜、禹等先贤，这在一般庙

宇是极为罕见的。正殿的牌匾为“授受一

堂”，意为千古圣君，授受于一堂，结合正殿

供奉尧、舜、禹的用意，意在强调治国邦之

事，莫大于治水之举。

源神庙各殿廊下，竖列有宋、元、明、清、

民国因等历代碑刻二十余通，碑文内容主要

包括洪山泉、源神庙的修葺类、浚河及修筑

水利设施类、水利纠纷及其处理类、歌颂景

致、水利功绩类等。这些碑刻资料是洪山政

治、经济、文化和管水治水的缩影，是研究洪

山水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在多次调研和各方助力下，洪山水利管

理处将源神庙规划修整，建为专以承载古代

水文化历史为主题的“水利博物馆”。“水利

博物馆”既保留了原庙宇的建筑风格，又赋

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增加新的文化功能，馆

庙合一，浑然一体，洪山“水利博物馆”的建

造，其用意在于表现当地的水文化，力图围

绕“水”这一主题将源神庙打造为洪山水文

化的展示平台。

负责修复源神庙的续忠元先生将修复

后的源神庙定位为“是历代政权以及灌区人

民保护水源、发展水利、管理水利的指挥中

心，是一所不可多得的名副其实的‘水利博

物馆’。”

在洪山泉域尤其是洪山村的发展历程

中，都呈现出“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过程，

无论是历史上水资源丰富的洪山村，还是当

下泉水断流背景下的洪山村，其生活、生产

无不以水为中心。在洪山村水资源富足之时，

水从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使洪山村成

为介休有名的村落，同时也将作为自然资源

与经济资源的水转化为文化资源。洪山泉水

断流之后，水成为洪山发展最大的瓶颈。

洪山镇负责人表示，洪山未来的发展，

首先要解决以水为中心的生存窘境，在此基

础上，还将进行文化的再生产，用文化生产

的过程创造洪山镇发展新动力，让人们再次

回首那段从古至今的繁华岁月，体味泉、水、

人的高度合一。

开栏话：山西是个缺水的地方，却不缺“泉”。山西是中国北方岩溶分布面积最广的省份，有 19 处岩溶大泉，泉域总面积约为 6.4 万 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41豫；多年平均水资

源量约为 31 亿 m3，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 25豫。

全省 7 个设区市的城区和五大煤田矿区的生活用水，还有部分工农业用水，都主要依靠岩溶泉供水。同时，岩溶大泉还是省内主要河流的源泉或重要的补给源，晋祠泉、娘子关泉

等名泉还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大泉滋润了五千年“三晋文明”，养育了 3400 多万山西儿女。1997 年，我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山西省泉

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保护弥足珍贵的泉域水资源。

“行尽三晋皆美景，一域山泉皆是诗”。如今，这 19 处岩溶大泉是个什么样，今日本报开设“岩溶大泉生态修复治理系列报道”专栏，邀请读者朋友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近山西的各处

泉域，领略这山这水这清泉。

科学导报讯 加强荒漠化防治，关系到我国

生态安全。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 6 月 15 日表

示，我国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持续加大“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力度，推进科学化、规模化治沙，53豫的可

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今年 6 月 17 日是

第 30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草局

15 日在京主办了第 30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

旱日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的启动仪式上了解到，“三北”

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 4.8 亿亩，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亩，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5.05豫提高

到 13.84豫，退化草原面积由 2004 年的 85豫降

低到 70豫左右，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据监测，近 10 年来，北方地区春季年均

发生 9.2 次沙尘天气过程，与近 30 年同期年

均 12.5 次相比，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

趋势。

据了解，沙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带动了畜牧

养殖业和林果业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沙

区年产干鲜果品 4800 万吨，年总产值可达

1200 亿元。在华北、东北等粮食主产区，依托农

田防护林网，4.5 亿亩农田得到有效保护。

新华社

国内 53豫可治理
沙化土地获有效治理

科学导报讯 山西省委、省

政府近日出台《关于全面推进

美丽山西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进一步明

确深化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建

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山西。

《实施意见》分三个阶段提

出美丽山西建设目标。到 2027
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

到优化，汾渭平原、汾河流域

等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美丽山西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到 2035 年，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达峰后

稳中有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全面形成，生态环境根

本好转，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显著提升，筑牢拱卫

黄河中游和京津冀重要绿色

生态屏障，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美丽山西基本建成。展望本世

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

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形成，重点领域实现

深度脱碳，生态环境健康优美，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美丽山西全面

建成。

《实施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重点任务：加

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美丽山西建设安全底线、

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进

美丽山西共建共享、健全美丽山西建设的保障

体系。 王璟 高岗栓

科学导报讯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山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这是当前和今后

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指

导性文件。6 月 19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实施方案》有关内容，并

回答记者提问。

集体林是提升碳汇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

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资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省

委、省政府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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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保

护放在首位，尊重农民意愿，把握正确改革方

向，谋划了新时代新征程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

我省集体林地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三分之

二以上，分布在 115 个县（市、区），涉及 430 万

农户，搞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关系美丽山

西生态底色，而且维系林区群众致富成色。《实

施方案》明确了我省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权属

清晰、责权利统一、保护严格、流转有序、监管有

效的集体林权制度，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22.60%，可比口径由 23.57%提高到 26%以上，

森林蓄积量达到 1.69 亿立方米以上，林草产业

总产值达到 700 亿元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森林经营

更加科学高效、支持保护制度更加完善、林权价

值增值途径更加多样，促进森林生态质量持续

提高、林区发展条件持续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

加。

聚焦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要怎么

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

林改四问，《实施方案》围绕八项改革任务，细化

了 23 项具体改革举措。一是围绕加快推进“三

权分置”、构建多元经营格局，细化了落实所有

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改革举措；二是围

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进林业适度规模经营，

细化了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规范集体林权流转、

实施“百场带千村”行动改革举措；三是围绕科

学开展森林经营、有效提升森林质量，细化了科

学划定公益林和天然林范围、完善森林经营方

案管理制度、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改革

举措；四是围绕优化林木采伐管理、保障林木所

有权权能，细化了推进林木采伐减证便民举措、

明确人工公益林更新条件、强化采伐监督管理

改革举措；五是围绕加大政策资金扶持、推进林

业产业提质增效，细化了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落

实要素保障政策、完善配套措施改革举措；六是

围绕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开辟“绿富同

兴”新路径，细化了推进林业碳汇工作、完善森

林效益补偿制度改革举措；七是围绕创新林权

融资机制、发挥金融支持作用，细化了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加快完善林权收储担保机制、健全林

业保险制度改革举措；八是围绕强化林权信息

共享、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细化了加快推进

数据整合和信息共享、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自留山使用制度改革举措。同时，提出试点探

索、注重跟踪问效等五项推进举措，支持晋城

市、晋中市、长治市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先行市，乡宁、阳高、原平等 27 个县（市、区）探

索种树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等 9 个机制，先行先

试，总结符合山西改革实际的可操作、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实施方案》还对科学合理地利用集体林资

源、发展林业特色产业、促进绿水青山源源不断

地转化为金山银山作出了相应部署，要求培育

壮大林业经营主体，推进集体林适度规模经营；

实施“百场带千村”行动，带动集体林经营水平

提升；开展兴林富民行动，加快林草产业转型升

级；科学合理利用公益林资源，探索不砍树能致

富的新路；创新林业金融产品，打通农民和银行

之间融资渠道。并通过两个方面六个新举措开

展森林经营、优化林木采伐管理，加快构建健

康、稳定、优质、高效的生态系统，逐步实现森林

功能和综合效益最大化，进一步提升集体林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

有机统一。 张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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