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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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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切实扛牢使命责任 强化保护治理攻坚
为黄河永续造福中华民族作出山西贡献

科学导报讯 9 月 1 日至 3 日，省委副书

记、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金湘军在忻州

市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调研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

部署，坚决扛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大使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为黄河永

续造福中华民族作出山西贡献。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金湘军先后来到黄河保德、河

曲段巡河，检查督导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落实、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流域综合整治等工作。在

黄河天桥电站、保德县顺泰镁业公司，他察看

库区清漂保洁情况，了解沿黄工业企业分类

处置进展，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扛牢

政治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问题彻

底整改，全面提升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效能。用

好“两新”政策，支持企业异地迁建和改造升

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在山西焦煤河曲露天煤业，金湘军了解采煤

抑尘、生态复垦等情况，要求企业履行好生态

保护主体责任，强化边开采边治理举措，做到

煤炭清洁开发、生态及时修复、污染彻底治理。

在晋西商贸公司、晋神沙坪煤业公司，他了解

煤炭运输、洗煤设施迁建、“公转铁”等情况，指

出，要全面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加快调整

运输结构，优化运输组织，提高绿色集疏运比

例。在偏关县火路墩造林点，金湘军察看“三

北”工程绿化成果，强调，要严格落实林长制，

大力弘扬“三北精神”，推进扩绿提质增效，打

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中部引黄工程是我省重大水利工程。金

湘军来到工程起点水源泵站，听取工程进展

介绍，要求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科学组

织施工，攻坚关键卡点，同步推进县域配套工

程等建设，早日发挥综合效益。在黄河万家寨

水利枢纽，他了解库区运行、供水项目布局情

况，强调要发挥好水利枢纽功能作用，推进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人水和谐美丽山西。

打造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是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岢岚县，金湘军

听取航天科技产业园规划建设介绍，指出，要

强化“两重”机遇意识，高质量推动项目实施，

打造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标杆，因地制宜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五寨县国耀绿色能源公

司，金湘军了解生物质发电情况，希望企业创

新原料稳定收储运机制，提升项目经济性，为

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作出示范。在五寨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区，他强调，要适应群众个性化

品质化消费需求，加强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做

好精深加工大文章，擦亮山西杂粮品牌。

调研中，金湘军来到偏关县老牛湾、乾坤

湾及寺沟长城，他强调，要坚持新时代文物工

作方针，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大力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增进人

民群众福祉。 张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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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溪港上，一艘执法船缓缓驶过。船

上，来自浙江嘉兴王江泾镇、江苏苏州盛

泽镇两地的河长观察着河道、水面、两岸

情况，不时沟通交流。自 2017 年以来，这

样的联合巡河已成为常态。从“各扫门前

雪”，到“劲往一处使”，两地探索跨省协

同治水，以整个流域为单位加强监管，有

效破解了界河治理难题。

行政有区划，环保无边界。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在生态保护修复上强化统

一监管”。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

躯体，各要素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上游

污水直排，下游苦不堪言；上风向区域出

现沙尘天气，下风向城市空气质量受到

影响；跨区域倾倒固废、危废，转嫁环保

风险……针对跨区域污染问题，以行政

区域为界限的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下

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决定》提出，“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

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推动重要流域构

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在重点流域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

域，推动实施跨区域生态保护监管协同

合作机制，有助于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推动环境污染治理打开新局面。

共识是合作的前提。在长三角，一条河流，流经

江苏时被作为泄洪通道，在浙江一侧是灌溉用水，在

上海一侧则是饮用水源，三地对水质的要求自然不

同。针对河流治理难题，三地有关部门在生态环境

标准、监测、执法上实现“三统一”，在“一把尺”衡量

下，生态监管更有力，问题解决更高效。实践表明，

强化监管协同，有利于减少治理环境问题的推诿、扯

皮现象，改变不同地区经济效益向前争、环境治理向

后躲的局面。河流有上下游、湖泊有左右岸、山脉有

南北坡，不同地区对河湖山岭生态环境定位不同、需

求不同，保护标准也不尽相同，构建监管协同合作机

制正是破局之道，有利于统筹各方需求和生态保护

需要，凝聚治理合力。

发现问题，更要解决问题。确保监管协同合作落

到实处，必须打通发现问题、交办整改问题、监督执

法、督察问责流程，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比如为推动

松嫩两江流域生态持续向好，黑龙江大庆、吉林白

城、吉林松原及内蒙古兴安盟四地联合开展“护江

行动”，不仅通过联合巡查发现线索，还在刑事、公

益诉讼、数字检察等领域开展一体化办案，有力打破

了区域壁垒，为流域生态保护提供高质效服务和有

力司法保障。检察机关、生态环境等部门强化协同

履职，构建协同共治大保护格局，才能确保问题有效

交办并整改到位，推动生态保护工作取得扎扎实实

的成效。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协同治污十年，京津冀三

地 PM2.5 年均浓度下降幅度都在六成左右；沿黄省

份奏响保护黄河的“协奏曲”，推动九曲黄河展新

颜，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域类；得益于跨区

域生态保护协同合作机制，秦岭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保持稳定……实践证明，打破思维定式，改变“单打

独斗”的局面，提升生态治理的系统性和协同性，能

够有效提升治理质效，推动区域生态整体性保护迈

上新台阶。下好生态保护“一盘棋”，这是经实践检

验科学有效的方法论，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机制之变背后是理念之变，理念一变发展道路

更宽。在湘赣边区域，湖南、江西两省联手治水，不

仅“扮靓”了沿河的生态环境，更促成了两地的产业

协同、文旅合作。以跨区域生态保护监管协同合作

为契机，促进相邻地区相知相亲、协作共赢，地区发

展定能不断打开新空间，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定会更加充实。 尹双红

金湘军在忻州市调研时强调

科学导报讯 记者麻亚琼 樊羽婷 从日前公布

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有关情况显示，今年前半年，我省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全省 94 个地表水国控

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 83 个，占监测断面总数的

88.3%，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无劣吁类水质断面，

同比无变化。

全省 183 个地表水省控断面中，参与评价的

179 个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 147 个，占监测断面

总数的 82.1%，同比上升 10.1 个百分点；无劣吁
类水质断面，同比下降 2.2 个百分点。在城市排名

中，晋城市、忻州市、长治市地表水省控断面水环

境质量相对较好（第 1 至第 3），朔州市、运城市、

晋中市地表水省控断面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倒 1
至倒 3）。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市认真

履行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

行管理，加快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实施，大力整治

超标入河排污口，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吁类和劣

吁类水质断面涉及的地市要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制

定整改措施并加快推进，全力提升水环境质量。

9 月 2
日，省委副
书记、省长、
省总河长、
省总林长金
湘军来到晋
神沙坪煤业
公司，了解
煤炭运输、
洗煤设施迁
建 、“ 公 转
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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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晋城市，有一片令人心旷神怡

的自然风光与深厚文化底蕴交相辉映的宝

地———三姑泉。这处自然奇观不仅以其独

特的地理风貌和丰富的水资源著称，更以

其悠久的历史传说和卓越的生态治理成效

成为福泽晋豫两省的绿色源泉。近年来，晋

城市关于三姑泉流域在生态治理和水源地

保护方面树立了典范，泽被山西、河南两

地，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

历史与自然的交响乐章
三姑泉位于太行山南端泽州县的金村

镇石青村东丹河深谷，是晋城市内重要的

岩溶泉水之一。其名称背后蕴含着丰富的

民间传说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相传，古

时有三位仙女在此沐浴，留下了清澈甘甜

的泉水，故得名“三姑泉”。这一传说不仅为

三姑泉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反映了当

地人民对自然恩赐的敬畏与感激。

三姑泉泉口直径达 2.18 米，呈喇叭形

带状，因平时出水量达 3.5 个流量而雄冠

华夏。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

曾这样描述：“丹水又东南，历西岩下，岩下

有大泉涌发，洪流巨输，渊深不测，萍藻茭

芹，竟川含绿，虽严辰岁月，无变萱萋。”这

不仅是对三姑泉壮丽景色的生动描绘，也

体现了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赞美。

青天河风景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博爱

县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交界的太行山南

麓，这里地处丹河峡谷的起始端，总面积达

106 平方公里，其中约有一半的面积位于

晋城市泽州县境内。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殊

性，使得青天河景区成为了一个跨越两省

的旅游胜地。青天河景区的开发始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当时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开发红

旗水库（后更名为青天河大坝），帮助生活

在深山中的人们脱贫致富。河南省焦作市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对青天河

景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宣传，使其成为

了一个集江南水乡与北国田园风采于一体

的国家 5A 级景区，并被誉为“北方三峡”。

青天河景区由天井关、大泉湖、三姑泉、

观音峡、佛耳峡、靳家岭、月山寺等七大游览

区组成。其中，三姑泉以其独特的泉水景观

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吸引了众多游客。

三姑泉游览区内不仅有壮观的泉水景观，

还有玉皇殿、三姑殿、山神庙、太行猕猴园、

百鸟林、植物园、月亮洞等丰富的人文和自

然景点。这些景点共同构成了三姑泉游览

区的独特魅力。

尽管青天河景区跨越两省，但两省之

间在旅游资源的共享和合作方面并没有形

成明确的机制。未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

展和两省之间合作的加强，两省也可以探

索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青

天河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筑牢民生的治理实践
三姑泉流量大且稳定，具有良好的调节

能力，是标准的稳定型大泉。全国著名风景

园林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黄树业在考察三

姑泉后曾表示，三姑泉很可能是“华夏第一

泉”。

三姑泉，其含水介质以奥陶系灰岩为

主，水质优良，多年平均总流量可观。此外，

三姑泉域内还分布着郭壁泉、土坡泉、白洋

泉、小会泉、台北泉等多个泉眼，这些泉眼

共同构成了泽州三姑泉群，进一步增强了

该区域的水资源储备能力。为了解决晋城

市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晋城市水利局勘探

开发三姑泉域内的寒武系岩溶裂隙水，并

成功建立了郭壁新水源地。这一举措为晋

城市区提供了重要的第二水源，解决市区

和沿途 30 余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下转 C3 版）

三姑泉域：清水出太行 一泉利两省

前半年山西地表水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烈日下，是一大片拆除

厂房后的空地，一眼望不到

边。

在空旷的地面上，一些

身影在缓慢地移动忙碌着，

红色的、黄色的安全帽在太

阳下反射出耀眼的光泽，与

单调的地面形成强烈的反

差。他们手持工具箱，不时蹲

下来挖掘地面，把一些土壤

辨识一番，装进玻璃瓶子。接

着往前走一段距离，继续挖

掘、辨识，再往瓶子里装一些

土壤。

这是卢彬和同事们正在

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现场采样

调查的场景。

卢彬是一名“医生”，只

不过他看病的对象不是人，

而是土壤。今年 42 岁的卢

彬，2000 年从重庆考入山西

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环境科

学专业。2007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卢彬，

经选拔成为太原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一

员，主要从事环境风险评估、土壤环境污染

防治。

近年来，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一直是备受

关注的污染问题，而还有一种污染在时刻伴

随着我们，那就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不同

于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

性和累积性等特点，因此常常被忽视。“十三

五”期间，太原市也面临大量工业场地退出

导致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在国家打响“净

土保卫战”的前 3 年，太原市生态环境局组

织精兵强将，成立了专门的科研小组，开展

土壤相关的技术攻关。作为小组负责人的卢

彬，深刻感受到肩膀上责任的重量。“土壤污

染防治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我们科研基

础薄弱，专业力量不足，技术手段落后。但

是，我和团队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我始

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挑起这副

担子。”卢彬说。 （下转 C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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