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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工程，沿黄 4 市 19 县（市）实现基本

绿化。2023 年，总投资逾千亿元的“一泓清

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正式启动，扎实打

好黄河“几字弯”治理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

次莅临山西考察调研，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山西深入

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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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突出抓好“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

保护工程实施、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等重点工作，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坚实生态环境支撑。

筑牢屏障

强化水环境系统治理

金秋时节，行走在吕梁临县，黄河岸边

一派生机勃勃。当地人说，二三十年前，这里

满眼是荒山，刮大风时黄沙漫天。

我省是黄河中游重要省份，肩负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我

省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先后

出台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条例》，启动实施黄河干流流经县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开展“净河、减污、

治路、洁产、扩绿”五大攻坚行动，大力推进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强

黄土高原塬面保护，持续巩固黄河中游生态

安全 第 一 道 屏 障 。全 省 水 土 保 持 率 达

64.58%，人工造林规模连续 3 年全国第一，

沿黄 4 市 19 县（市）实现基本绿化。

2023 年 6 月，总投资逾千亿元的“一泓

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正式启动。目前，

285 个子工程已开工 234 个，完工 101 个，

工程效益已初步显现。

印发省《“十四五”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黄河流域累计建成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97 座，日处理能力达

345.25 万立方米。完成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

流改造四年攻坚，推动流域内 56 个工业园

区实现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41 个工业园

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全省治理率达到 22.6%，超国家下

达指标 3.6 个百分点。扎实推进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民生实事，累计完成 101 个国家监管

和 142 个省级监管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创新发展

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用一部手机就能精准掌握土壤温度、湿度

和水肥情况，运用智能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系

统，实现节水 50%……在忻州五寨 10万亩高

效节水灌溉农田、临汾市洪洞县辛村镇农业节

水灌溉片区等地，增产增效不增水，已成为三

晋大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作为工信部“水效领跑者”的晋能控股

集团华昱能源化工山西有限责任公司，通过

节水技改技术的使用，实现了用水循环的零

排放，水资源重复利用率达到了 98.5%以

上，每年可节约水费 1600 余万元。

我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将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率列入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指

标，将经济活动严格控制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

围之内，进一步强化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刚

性约束。聚焦钢铁、化工、水泥、有色金属、食品

等高耗水行业，创建 14 户省级节水型企业，有

效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

建立 14867 个取水户用水统计名录，规

模以上非农取水口在线监测计量基本全覆

盖。加强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汾河流域 6
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3%，同比提高 9.7%。

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2023
年压采地下水 7512 万立方米，断流近 30 年

的晋祠泉实现出流，洪山泉、兰村泉地下水

位分别上升 1.75 米和 5.71 米。

突出重点

加强水生态保护修复

右玉县被确定为全国五个水土保持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之一，阳高县、右玉县、芮

城县、蒲县被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乡

宁驮涧小流域被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

程。

这些是我省加强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的缩影。我省持续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科学开展“三北”工程六期防沙治沙和林

草植被建设，先后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黄土高原塬面保护、淤地坝建设、小流

域综合治理等水土保持重点项目，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550 多万亩，持续减少入黄泥沙

量。全面推动“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完成 8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

成效评估，省级自然保护区成效评估试点扎

实推进。

严格落实河湖长制，连续发布《关于深

入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

动的决定》《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决定》

《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

决定》总河长令。全省各级依托“河湖长+检

察长+警长”机制，推动 620 处历史遗留问

题、108 处河湖“清四乱”问题得到有效整

改。

落实《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2015—
2030 年）》，实施汾河流域中上游山水林田

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治理修复面积

1302 平方公里。制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美

丽山西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幸福河湖建

设导则》，推动全省 76 条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入库，汾河太原城区段，晋城九女仙湖、张峰

水库，运城市圣天湖入选首批省级美丽河湖

优秀案例。

凝心聚力

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商研讨”第七次会

议将在山西召开。近年来，省政协聚焦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

区建设，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

发力。

省政协主要领导领题开展“统筹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并在

全国政协作成果交流。

省政协十三届四次常委会会议聚焦

“优化水资源配置和高效节水”协商议政，

提出 5 方面 15 条对策建议。围绕“加强再

生水利用”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和重点提案

督办。

省政协指导沿汾 6 市政协建立“汾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商研讨机制，

助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组织政协委员

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200 余件，为黄河

国家战略实施献智力、聚合力。

大河奔流，惠泽三晋。山西牢记领袖嘱

托、紧扣战略定位、扛起使命任务，汇聚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

力。

邓伟强

湖北省部分地方大气污染反弹严重

———我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综述

奋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2024 年 5 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湖北省发现，部分地方“两高”项

目盲目上马管控不力，部分行业污染治理不

到位，一些企业单位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环

境空气质量反弹严重。

“十四五”期间，湖北省多个城市环境空

气主要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荆州市、黄冈

市、孝感市细颗粒物浓度逐年上升，2023 年

比 2021 年分别升高 34.3%、29%、27.3%。

主要问题

一是“两高”项目盲目上马管控不力。一

些地方“两高”项目批建不符、未批先建问题

突出。黄冈市云华安化工有限公司合成氨搬

迁技改项目批小建大，违规新增合成氨产能

10 万吨/年；湖北雄陶陶瓷有限公司升级改造

项目新增耗煤约 10 万吨/年，未报批节能审

查手续。黄石市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获批建

设 1 座 1280 立方米炼铁高炉，2020 年 8 月

实际建成 1840 立方米并投入使用，新增炼铁

产能约 39 万吨；湖北天源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于 2024 年 2 月违规建成一台 15 吨中频炉。

2020 年 12 月，国家有关部门印发《关

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

督管理的通知》要求，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

元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

标准的，建设项目应提出有效的区域污染物

削减方案。2020 年荆州市细颗粒物浓度未

达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 2021 年，位于

该区域内的华鲁恒升（荆州）有限公司园区

气体动力平台项目和合成气综合利用项目

未按要求编制有效的削减方案，反而将

2016 年关停 16 家砖瓦厂的污染物排放量

作为削减主要来源，实际并未削减。两项目

于 2023 年 10 月建成投运，每年将新增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约 500 吨、700 吨，约占荆州

市排放总量的 8%、4%。

二是一些行业污染治理不到位。大气污

染防治法规定，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

高污染燃料。国家有关部门 2019 年 7 月印

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要求，

玻璃行业全面禁止掺烧高硫石油焦（硫含量

大于 3%）。督察发现，湖北省 8 家平板玻璃

生产企业中 5 家违规使用高硫石油焦，武汉

长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瀚煜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分别位于武汉

市、荆州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本不该使用

石油焦，反而长期使用高硫石油焦，其中湖

北亿钧耀能新材股份公司氮氧化物排放量

大，部分时段超标排放，冒黄烟现象突出。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明确，陶土坩埚玻璃纤维拉丝生产工艺与装

备为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应立即淘汰。黄冈、

荆门及天门 3 市 6 家企业建有 8 条陶土坩

埚玻璃纤维拉丝生产线，其中 3 条生产线为

2024 年新建。

三是监测检测弄虚作假问题多发。湖北

省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约占全省总排放

量的 40%。督察期间抽查 8 家机动车尾气检

测机构发现，荆门市万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利用其他设备的风扇转速伪造实际检测车

辆转速，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咸宁市通城东

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宜昌当阳市永生机

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武汉市好江南

天机动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通过松油门、换

挡位等方式降低车速，进而减少柴油车辆排

放污染物检测浓度，用明显不符合柴油车污

染物排放测量方法要求的检测数据，出具虚

假检测报告。武汉市成功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测有限公司在检测设备进气管上人为安装

阀门，减少进气流量，降低尾气污染物排放

浓度。荆门市耀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宜昌

市当阳安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无正当理

由变更检测方法，降低检验标准，导致车辆

由不合格变成合格。

部分企业自动监测数据失真失实。荆州

市玉沙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2 日至 5
月 20 日正常生产，期间锅炉烟气氮氧化物、

颗粒物分别超标 40 天、31 天，但企业将生产

状态虚假标记为“停运”上报监管平台，以逃

避处罚。孝感市长舟盐化有限公司燃煤锅炉

烟气现场实测二氧化硫浓度是自动监测数

据的 4 倍，部分未经脱硫处理的烟气直排。

原因分析

湖北省部分地方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重视不足，污染防治攻坚力度不够，污染治

理措施推进不力，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部

分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

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图文来源：生态环境部

2024 年 6 月 4 日，督察

组现场督察使用无人机拍

摄，黄石市大冶特殊钢有限

公司获批建设 1 座 1280 立

方米炼铁高炉，实际建成

1840 立方米。

（上接 C1 版）

在智能装备开发展区，通过高速飞车、智能收发卡

机、智能充电桩、智能 PLC 控制柜、隧道机器人、UPS 电源
等一系列创新研发智能化装备，以及“晋 e 行”智慧出行
服务平台，展示了山西省在降低能源消耗、提升通行效率
方面的实践与探索。

一抹耀眼的红色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注意，在工作

人员的指引下，记者登上在展厅内停放着的一辆氢能重
卡驾驶室。“这次参展我们的展品是美锦能源自主研发制
造的氢能重卡汽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零污染，排放的就

是水，对于我们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有很大的贡献。”山
西美锦氢能科技有限公司车辆技术部负责人王礼介绍。

本次论坛相较往年，会议时间由三天调整为两天，增
添了云上会务系统，采用实名制芯片应用+人脸识别认证

模式；全流程数字化，为嘉宾提供“一码通行”服务；无纸
质化、低碳化，推行电子会议手册；采用环保材料，主会场
70%以上搭建物料可循环利用；绿色低碳出行，会务用车

优先选用电动商务车和氢能大巴车。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 7 次以来，规模和质量
大幅提升，参会嘉宾规格不断提升，论坛活动的专业性和
高规格、多样性和多元化更加突出，回顾论坛历年主题，
关键词从“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到“能源革命国际合作”，

从“能源双碳发展”到“智慧能源 绿色共赢”，今年更是聚
焦了“新质生产力”。顺势而生，因时而变，多年来该论坛
努力回答时代之问。山西能源的转型正在为全国提供更

好的、更清洁的、更低碳的能源。

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助力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上接 C1 版）

泉域治理，还需“久久为功”。2020 年，宁武县实施汾
河沿线湿地环境治理试点项目、汾河河道治理项目、汾河
流域重要水源地水源涵养林建设项目和天池高山湖泊群

水源补给项目。

汾河沿线湿地环境治理试点项目建成人景互动生态
核心区两处及自然生态修复合体三处，建设山水营地、汾

河生态绿廊和河道湿地生态恢复；汾河河道治理项目中
干流河道治理 37.39 公里，河段堤防治理长度 39.95 公

里，河道右岸新建防洪抢险道路 37.39 公里，跨沟处新建
跨沟涵管 12 座，跨沟桥 2 座，沿线主要支沟新建堤防
4.78 公里，改造堤防 2.86 公里，新建液压坝 5 座，溢流堰 3
座；建设汾河流域重要水源地水源涵养林项目；对天池高
山湖泊群进行水源补给，建设溢流堰一座、水泵房及配套
设施 1 座、引水管线 9.184 公里，补水面积 0.47 平方米。

“这些项目的实施，净化了汾河的水质、涵养了雷鸣
寺泉水，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的栖息繁殖场所，汾河沿岸

的蓄水保土能力得到明显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

全面践行了山水林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实现了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目的。”李建明如是说。

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开展水土保

持项目，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一项项举措协同发力，助
力水质更优。现在，雷鸣寺泉域的水量丰起来了，水质也
得到了改善，省考断面水质达到域类。

山谷回响、声若雷鸣，水流潭涨、波襄转泛。终年流淌

的雷鸣寺泉，荒旱不枯，溪流涓涓，汩汨而涌。

“绿”字为本 擦亮生态底色
人在“画中游”，移步皆景观。行驶在乡间环路，犹若

进入天空之境；俯瞰雷鸣寺泉，一泉碧水蜿蜒流淌；漫步
美丽岸畔，绿水青山相映成趣……雷鸣寺泉域正经受“洗

礼”，焕发新的光彩。

为了更好保护汾河源头，近年来，宁武县将汾河河道
及沿线湿地环境治理试点项目列入国家第三批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12 字原

则”，统筹生态治理与环境整治、产业转型、绿色发展等相
结合，在汾河上形成了“1 轴 1 带 1 廊 6 核 7 营”的生态画
卷，践行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自 2011 年开始，宁武县集中对汾河源头 1.86 公里河
道及东西两岸进行了全方位生态治理，绿化面积达到
38.5 万平方米，共种植各类树种 17 种、灌木 11 种、地被 8
种、各种花卉 6 万多株、风景树苗 6 万多株，打造 8 大特
色广场、建造 1000 多平方米人工湖 3 个、音乐喷泉 2 个、

演艺广场 1 个等。同时，宁武县对源头段 1.86 公里的河道
进行高标准整治，两岸按园林式绿化设计，力争把汾河流
域真正打造成山绿、水清、气净、宜居的绿色生态走廊。

“通过对雷鸣寺泉域的综合治理保护，提高了防洪、

抗洪能力，确保了雷鸣寺泉域水景、水质，涵养了水源。既
美化、改善了生态环境和当地群众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提

升了宁武旅游景区的品位，为打造生态旅游特色名县，推
动全县旅游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建明说。

泉域清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如今，宁武县完

成了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成
了“山青、水绿、林郁、田沃、河美”的生态安全带，一体统

筹治理了水土流失、涵养了源头水源、提升了处污能力、

净化了汾河水质、增加了生物种群、建成了生态景观、提
升了旅游品位、促进了乡村振兴，汾河流域再现了“汾河

流水哗啦啦”的美丽画卷。

枝繁叶茂万般绿，云涌泉动百鸟飞。以水为脉、以绿
为媒、以人为本，宁武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以流域综合治理筑牢生态屏障，全面推进“四化”

同步发展，用好共同缔造试点工作机遇，坚持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加快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雷鸣寺泉域：

水韵悠悠 润泽三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