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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近年来，吕梁市
不断加大汾河生态保
护力度，汾河沿岸再
现水草丰美、鱼鸟翔
集的美丽画面。图为
白天鹅在汾河岸边的
田野中飞舞栖息。

姻 刘亮亮摄

鱼鸟翔集

治理流域环境 修复汾河生态
山西太原市汾河景区，85 公里长的自行

车道贯穿南北，20 多座桥梁飞架东西两岸。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的

母亲河，流经 6 市 29 县（区），全长 713 公里。

历史上，汾河水一度受到严重污染。近年来，山

西大力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把

从根本上稳定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作为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

区的重点任务，目标是到 2025 年，全省黄河流

域国考断面稳定达到芋类及以上水质，让汾河

“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这一目标如何实现？2023 年，山西印发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计划 3 年实

施 285 个生态保护工程项目。截至今年 8 月

18 日，项目已开工 252 个，其中完工 115 个。

2023 年，山西黄河流域参与评价的 59 个国

考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占 90%，为历史最好

水平。

采取多种措施，让汾河“水质好起来”

在太原市晋源区，有一处占地 400 亩的

厂区。这片区域表面上看是绿草如茵的城市

花园，地下却藏着一座污水处理厂———晋阳

污水处理厂。

每天，太原市汾河以西的生活污水汇集

于此，经过处理后，达标尾水一部分用于工业

回用，其余的排入汾河。

2020 年，太原市基本实现对污水的全收

集、全处理。4 年来，太原又对两座污水处理

厂进行了扩容。目前，太原市每天处理 112 万

吨污水，处理后的达标尾水有 80 多万吨排入汾

河。“这对实现让汾河‘水量丰起来’的目标起

了很大作用，对污水处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太原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主任潘会友说。

近年来，太原污水处理标准不断提高。下

一步，将扩建场地、引进设备，增加处理工序，努

力提质达标，为改善汾河生态环境奠定基础。

山西正大力推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扩容

工程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底，新、改、扩建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20 座，新增生活污水处理

能力每天约 45.6 万吨。

治理优化河流沿线农业农村环境

“以前都是把污水泼到家门前的水沟，现

在家里接上了污水管，方便又干净。”晋中介休

市义安镇万户堡片区桑柳树村村民赵相爱说。

万户堡片区紧临汾河、磁窑河，沿线村庄

地势大都低于河道，农村生活污水对汾河水

质影响较大。2023 年 6 月，万户堡片区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启动，分为污水治理、中水

回收、饮水安全和街巷硬化 4 个部分，一次施

工解决多个问题。

中街村就从中获益。村中一处 3000 多平

方米的黑臭水体，经过治理已经达到养殖用

水标准。“经过处理的中水可以为村里的工厂

提供工业用水，增加村集体收入。”中街村党

总支书记赵鹏介绍。

吕梁市文水县地势低洼，诸多坑塘长期

疏于管理，一度形成了 252 处黑臭水体。“这

不仅影响了农村人居环境，污水还容易从坑

塘进入文峪河、磁窑河，最终汇入汾河，严重

影响汾河水质。”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

局长李志强说，2022 年 10 月，文水县开始综

合治理黑臭水体，截至目前，全县完成黑臭水

体整治 89 处，预计 2025 年年底完成整治。

晚上 8 点，文水县南张村的一处生态坑

塘开始曝气充氧。一旁广场上，村民们围坐在

一起纳凉。“这里原来是一片臭水坑，垃圾、污

水随便倒，一到夏天蚊虫乱飞。”82 岁的村民

段金元家住对面，曾深受其害。经过治理，这

里成为休闲广场。且坑塘旁立有一块治理警

示牌，标注了相关责任人、举报电话和相关规

定。“村里安排专人管护，杜绝返黑返臭。”南

张村党总支书记赵培红说。

开展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浍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从东向西穿过

侯马市全境。

浍河沿线人口密集，一直是汾河流域水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区域。2019 年，浍河小

韩村断面是全省最后一个还没退出劣吁类的

国考断面。

此后，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侯马分局采取

综合治理措施，在浍河上每隔两公里安排 4
人值班、24 小时巡河。经过不懈努力，2020 年

6 月，小韩村断面的水质终于退出劣吁类。

要实现浍河水质稳定达标，光靠人防不

是长久之计，必须上马工程措施，从根子上治

理污染。2021 年 6 月，侯马市启动浍河生态

修复工程，采取截污、清淤、补水、增湿、塑岸、

净土 6 项措施。

紫金山下，浍河南岸，放眼望去，芦苇、菖

蒲等水生植物生机勃勃，这里是新完工的政

通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改善项目，

连日来正抓紧工程调试。

政通污水处理厂位于小韩村断面上游，

承接侯马市全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后的中

水成为浍河侯马段的主要补充水源。

“建设人工湿地将进一步净化尾水中的

氮、磷等污染物，湿地出水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 3 项指标可达到地表水芋类标准，从而改

善浍河水质，确保浍河小韩村断面稳定达标。”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侯马分局局长高文郎介绍。

与此同时，山西以浍河流域为示范，对污

染较严重的汾河支流文峪河、磁窑河、杨兴河

等进行综合整治，解决部分国考断面水质未

达优良的问题，力争到 2025 年，汾河流域 21
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芋类水质。

何勇 付明丽

shengtailuntan
生态论坛K

以
更
科
学
的
方
式
进
行
生
态
环
保
教
育

剪开、洗净、晒干、叠好、捆扎整齐的牛

奶盒，在二手网站卖到几毛钱一个。谁会买

呢？部分小学生的家长。为什么要买？为了

交到学校。原来，部分学校为了引导学生参

与环保行动，呼吁孩子们上交牛奶盒。虽然

是“自愿”参与，但在评优机会、给老师留下

好印象等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影响下，很多

孩子和家长不得不“卷”起来，有的全家上

阵喝牛奶，有的干脆上二手网站买。

学校布置这项作业的本意是培养学

生的环保意识，却无形中给学生和家长增

添了负担，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实际

效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保护生态环境应该是内化于心的意

识和理念、外化于行的习惯与探索；教育

赋予人的应该是知识的传承、品德的培养

和创新精神的激发。不论从生态环境保护

的角度还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关于生态

环境保护的教育都不应该用如此方式开

展，其效果也不应被如此刻板地衡量。

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发学生潜能、

培养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生态环保教育应

该让学生能够主动、投入地参与相关活

动。让学生交牛奶盒的做法不仅不能有效

地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相反还可能导致

他们产生误解和抵触。

量化指标有其便于管理和评价的优

势，但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生态环保

教育应当以更加科学的方式进行。无论成

人还是孩子，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时，

怀抱的都应该是对世界的好奇、对自然的

热爱，而不是应付作业的烦恼和无奈。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的培养和素养的积累，常常是一个自然而

然的过程。假期旅行时享受了青山绿水的美，便更愿

意呵护它们；日常玩耍时体会了挖土赏花的乐，便更

乐意了解它们。

其实，近年来，生态环保教育方面的探索已卓有

成效：相关科普内容创作、传播活跃而繁荣，环保设

施大量开放，自然教育广泛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合理消费、

低碳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

希望那些“引导”学生交牛奶盒的学校能及时调整

要求，合理利用身边、网上的教学资源，科学开展相关教

学，真正提升学生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素养。 程晨

科学导报讯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近日，第三轮

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向上海、浙江、江

西、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 7 省（市）反馈督察情况。

总体看来，7 省（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严

格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取得较大成效。

但督察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和不足。一些地方统

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仍有差距，“两高”项目

盲目上马控制不力，建筑垃圾违规处置问题较为突

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够有力，长江保护修复

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污染防治攻坚存在薄弱环节，

一些地方环境空气质量反弹，一些地市环境基础设

施短板突出；生态保护修复仍需加强，林地、自然保

护地生态破坏时有发生，一些矿山生态治理修复不

到位；一些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存在数据造假问题。

下一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局将指导

督促被督察省（市）按照要求，在 45 个工作日内研究

制定整改方案，按程序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后续工

作中持续加强调度督促，对发现的问题紧盯到底，推

动地方切实整改到位、取得实效。 寇江泽

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完成督察反馈

山西推进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

水文情缘的三代传承
在浍河水库水文站，一排整齐、宽敞的房

子伫立在岸边，花坛里百花争艳，菜地里各种

应季蔬菜鲜嫩翠绿，办公室内干净整洁，《测

站制度》《安全度汛制度》等挂在墙上……看

着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临汾市水文水资

源勘测站浍河水库水文站原站长王炳鹏饱含

深情地说：“今天我退休了，干了一辈子水文，

我觉得很享受，也很有满足感、成就感。我没

有虚度这几十年的光阴，我的心血和汗水、信

念和热爱，都留在水文站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一点一滴里……”

王炳鹏出生在翼城县南唐乡晓史村，父亲

王克生是一名老水文，退休前担任晋中分站独堆

水文站站长。由于长期工作在基层测站，父亲几

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水文工作，很少回家。“在童

年的记忆里，爸爸就像是一个客人。”他说。

小时候他曾到过父亲工作的地方，每天

看父亲拿着记录本到河边看水位、读水尺，他

好奇地问：“水位有什么用？流量是用来干什

么的？”父亲总是笑笑说：“等你长大点再告诉

你。”一次下雨天，王炳鹏跟随父亲跳上吊船

抢测洪峰。“河水很大，就像奔腾的野马！”王

炳鹏虽然内心恐惧，但依然抖着腿帮助父亲

记录。父子俩配合默契，非常顺利地测到了那

次洪水的洪峰流量，回来的时候父亲高兴地

说：“这场洪水是今年目前最大的一场水，测

到了峰顶水位，你算立功啦！”“在那一刻我有

一种自豪感，也是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水

文这个职业。”王炳鹏回忆起往事，父亲工作

的身影仍历历在目。

1985 年，王炳鹏的父亲病退，按照当时

的政策他顶替父亲来到晋中芦家庄水文站工

作。从此以后，水尺成了他天天打交道的伙

伴，水位、流量成了他的生活内容。“为了提升

业务能力，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

水文知识，很快就掌握了水文站日常的测、

报、整业务，一有空就跟着老师傅，向人家请

教，他们也很愿意教我。”在芦家庄水文站，他

一干就是 7 个年头。

1992 年，因为工作需要，王炳鹏调入临

汾浍河水库水文站工作，在这里他一直兢兢

业业干到退休。水文站的工作艰苦又乏味，但

王炳鹏却对工作一直充满着热爱。每年汛前，

水文站要对水准点与水尺高程进行校测，使

用红黑双面水准尺时，移动转点的地方不好

站稳。“我发现这一难题后，就用废旧直径 3
厘米钢球与废旧钢筋焊接成三角支架，做了

一个移动尺垫，解决了这个不稳当的问题。”

像这样的小“发明”、小“创造”和改造工程，王

炳鹏在实际工作中还做了很多，至今都还在

水文站使用。

在浍河水库水文站，王炳鹏像当年的父

亲一样，做着观测记录水位、水温、流量、雨

量、编写报文、发报等日常工作，不管寒冬酷

暑，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让他欣慰的是，从小

在水文站长大的小儿子王海川耳濡目染也对

水文有了特殊的感情，有一次父子俩聊天的

时候儿子对他说：“爸爸，我长大后也想干水

文工作。”他说：“行！你现在还小，一定要好好

读书，将来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

2016 年，刚大学毕业的王海川正好赶上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向全社会公开招录，通

过努力，他顺利通过省考，进入了东庄水文站

工作，圆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水文人。

如今，王炳鹏来到小儿子工作的水文站，

看到自行走雷达波在线测流系统、无线雷达

波测流系统、缆道测流系统、自动采沙设备

等，让他感受到水文工作的日新月异。他们坐

在缆道房里，就可操作机器测出流速。现在，

王海川再也不用像父辈那样用算盘算流量，

而是把数据输入计算机，就能出结果。自动测

报设备的大量使用令以前繁琐的工作变得简

单，水文监测业务已经扩展到对地下水、水

质、水生态土壤墒情等方面的监测，新时代对

水文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炳鹏曾经问过父亲：“您干了一辈子水

文工作，有没有后悔过？”那时父亲总是笑而

不答。今天他走过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引领儿

子继续前行在水文工作的路上，王炳鹏有了

更深的体会：“工作近 40 年，我亲眼见证了水

文从水利水文向社会水文的转变，以及在地

方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而对王海川这一代水文人来说，尽管现在工

作环境优越多了，但想后来者居上，那种热爱

水利，亲近自然，吃苦精神却少不了。“我们所

报的每个水文情报，所测的每份水文数据，都

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会在自

己的岗位上传承祖辈、父辈的水文精神，扛起

肩上这份责任。” 范珍

科学导报讯 自然资源部近日编制印发《低效用地

再开发试点第一批典型案例》。据介绍，自然资源部在

15 省份 44 个城市（区、县）部署开展新一轮低效用地再

开发试点，支持试点城市重点从规划统筹、收储支撑、

政策激励、基础保障 4 个方面探索创新政策举措，完

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

第一批 18 个典型案例有几大特色：探索创新盘

活低效用地的政策实施路径，形成一批产业园区用

地优化、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公共设施用地复合利

用、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的典型案例；有效调动多

方盘活低效用地的积极性，各地在盘活低效用地实

践中涌现出多种盘活模式，包括政府收储（协议收

回）盘活模式，原产权人自主、联合盘活模式，企业通

过二级市场收购盘活模式等；促进实现土地安全高

效持续利用、城乡高质量发展多维目标，各地通过盘

活低效用地，引导企业增资技改、提容增效，保障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空间，腾出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增

加发展新动能。 常钦

自然资源部发布典型案例

推动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