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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生态环境局榆次分局

科学导报讯 根据晋中市榆次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印发的《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暨 2024 年晋中

环保行记者采访活动的通知》，晋中市生态环境局榆次分

局高度重视，提前进行检查部署，10 月 9~11 日晋中市生

态环境局榆次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河军带领机关有关

股（室）、执法队对辖区内固废利用及处置的重点企业进

行现场检查，指导和督导企业要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力推动和改善榆次区环境

质量稳步提升。

10 月 9 日，周河军向煤矸石、粉煤灰处置利用企业主

要负责人详细询问了环评手续办理情况、污染防治设施

设备运行现状、填埋处置范围等有关情况。在现场检查过

程中，对企业出现的道路扬尘、路边煤矸石煤泥裸露、煤

矸石填埋覆土不及时、降尘设备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提出

了具体整改意见。要求企业提高责任意识，全面排查，严

格落实环评文件批复要求。

10 月 11 日，在固废园区针对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医

疗垃圾处置利用三家企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

水、固废等污染治理情况召开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污

染治理情况，并对企业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的实际问题，以

及下一步需要加强治理的环境问题进行了调研，周河军

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管理力度，及时检查污染治

理的设施设备，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现象；要做好迎检资料

准备，规范整理自动、自行监测的相关数据；要加强厂区

及道路运输管理，避免运输车辆出现垃圾物料的散落；要

要综合考虑生活污泥、废活性炭协同焚烧处置的可行性；

要加强安全生产防范，杜绝环境风险隐患。

通过现场检查和座谈，各企业单位表示，一定高度重

视此次晋中环保行记者采访活动。一是制定整改方案，安

排专人限期整改；二是加强企业安全管理，确保安全生

产；三是提升生态环保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自觉主动做好环保工作。 王梅

开展固废利用及

处置企业污染防治工作

苍翠山林渐次染红，葳蕤草木焕然金

黄。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不少来自北京、

天津、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地的游客，驾车

一路穿行在右玉县南山森林公园、四五道

岭、松涛园的茫茫林海中，晴空纤云、秋高气

爽，清风鸟鸣、秋色斑斓，每一位来到这里的

游客“开心值”蹭蹭上涨，大伙儿或拍照、或

高歌、或游戏、或野餐，尽享假日悠然舒适的

时光。

近年来，右玉县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绿色转

型发展步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

努力探索一条增绿与增收的双赢之路。眼

下，右玉生态旅游业方兴未艾，生机勃勃。从

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从绿起来到富起来，

右玉县积极探索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径，奋力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篇大文章。

右玉，“绿色财富”正源源不断地累积

着。

以绿为底

建设生态文明新高地
右玉的好生态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

一朝一夕造就的。

70 多年前，右玉全县林木绿化率不足

0.3%，狂风肆虐、黄沙漫卷，土地贫瘠、民不

聊生。

70 多年后，林涛翻卷、绿海荡波，放眼

右玉，满目苍翠，处处都是风景，美丽幸福新

右玉加速建设。

要想风沙住，必须先栽树。在这场跨越

70 多年的绿色接力中，右玉人民历经无数

次的失败与挫折，在接续的摸索与探寻中，

找到了“种树”这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靠着

一把铁锹、两只手，战“黄龙”，造“绿海”，林

木绿化率提高到了现在的 57%，创造了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奇迹。

70 多年来，右玉历届县委、县政府换班

子不换方向，换领导不换目标，一任接着一

任、一届接着一届，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

植树造林、绿化山川，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

“树书记”“林局长”“土专家”，众智合谋、众

力汇聚，闯出了一条北方生态脆弱地区绿色

发展的新路子。

荒山荒坡“大兵团”作战、旅游线路“集中”

会战、乡镇农村“单兵”作战……在 1969 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右玉的干部群众依旧延续着

植树的传统，奋战在沟沟壑壑、山山梁梁、房

前院后。因为右玉人民知道，绿色来之不易，

绿色弥足珍贵，绿色也更需要长久“呵护”。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工作，加

大退化林改造，做好病虫害技术防治，抓好

森林资源生态保护，推进多维度全域扩绿、

增花、添彩、提景，制定出台森林资源管理、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全面推行“林长制”升级版。

2020 年，右玉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宜

林荒山基本绿化目标。曾经这里最稀缺的颜

色，变成了最厚重的底色。叠翠流金、花海连

绵，林荫环抱、清溪潺潺，步步皆景、处处如

画，右玉大地“以绿为底”正绘就美丽新画

卷。

借绿生金

打造文旅康养新地标
今年夏天，省内多所高校相聚美丽的右

玉县锡瓦塔内霍海滩，开展森林康养暨沙滩

排球比赛的新闻，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右玉这

个晋北小城。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想要

“一探究竟”，纷纷前来“打卡”。一场说走就

走的生态康养和运动健身融合之旅，让右玉

生态文旅康养足足火了一把。

57%的林木绿化率，170 万亩的人工森

林，99%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夏季平均气

温 18.9益，空气氧离子含量是普通环境的 40
倍，空气质量优良率近 100%……一个个令

人心动的数字，一张张亮丽十足的名片，成

了右玉发展生态文旅康养最踏实的“底气”。

右玉是典型的黄土丘陵地貌，原始纯朴

的生态环境、动感起伏的丘陵地貌、色彩斑

斓的林木植被、独具魅力的长城古堡古村

落、风格迥异的民俗风情……这些独特的感

觉体验和色彩视觉冲击，让右玉成了艺术家

眼中的“香饽饽”。每年夏秋季节，来自中央

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

油画院、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广州美术

学院等国内高校数千名师生前来采风创作，

右卫镇等周边乡镇居民纷纷办起了农家乐，

吃上了“旅游饭”。

山河为幕草为席，一顶顶帐篷撑起了

“诗和远方”。驱车前往右玉，追逐着自由的

风，来一场露营之旅。在锡瓦塔内霍海滩、红

旗口林下露营基地或长城一号生态艺术营

地，择一处帐篷，在夜幕下的篝火旁，邀三五

好友、挚爱亲朋尽兴舞蹈、放声高歌、举杯对

饮，在热闹中卸下工作的烦恼、身心的疲惫，

尽情享受惬意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立足成功打造省级文旅康养集

聚区的独特优势，右玉县高效整合资源禀

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推进文旅康养

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形成“三条精品线路”

（红色右玉精神研学游、绿色生态休闲康养

游、金色西口文化体验游）为牵引，“三张文

旅名片”（红色文化、西口古道、玉龙赛马）为

支撑，“一城一卫一枢纽”（右卫古城、威远

卫、县城旅游综合接待枢纽）、“一口三带一

集群”（西口故里、万里长城与苍头河交汇

处———千年雄关杀虎口，环县城运动体验

带、苍头河湿地康养体验带、一号公路长城

文化体验带，古堡乡村旅游集群）为基本布

局的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新格局，加之生态马

拉松、自行车越野赛、油画写生季、水彩艺术

周、森林音乐会、冰雪嘉年华等特色文旅康

养体验项目，右玉的老百姓“借绿生财”，享

受到了生态发展带来的十足红利。据统计，

今年 1~9 月，全县旅游人数达 454.8 万人

次，同比增长 9.06%，旅游收入 29.2 亿元。

逐绿而行

蹚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时值仲秋，漫山遍野的沙棘果成熟了，红

的、黄的，颗颗饱满、汁水丰盈，在阳光下格外

诱人，不时看见农民穿梭在沙棘林中采摘沙

棘，小小的沙棘果成了农民致富的“金果果”。

近年来，右玉县大力推进以沙棘为主、

其他鲜干果为辅的特色经济林建设，改造低

产低效沙棘林 12.5 万亩，全县沙棘林总面

积达到 28 万亩，年采摘沙棘果 8000 多吨，

发展沙棘加工、销售企业 12 家，产值达 3 亿

元以上。同时，科学统筹“种绿”和“种富”的

关系，通过 3 次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创新，拓

展生态产业链，做大做强生态经济。全力打

造 10 亿元生态羊、5 亿元沙棘、5 亿元粮油

蔬果、1 亿元小香葱、1 亿元边鸡 5 条产业

链，全县羊饲养量年均达到 90 万只，特色杂

粮种植保持在 40 多万亩，20 多家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研发药食同源康养产品 5 大系

列 160 多种，生态的“含绿量”正源源不断转

化为发展的“含金量”。

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一手抓低碳发

展，绿色成为右玉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坚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

布局，高效推进能源低碳转型，加快智能化

矿井建设，推动煤炭智能绿色开采，持续提

高产品、工序能效和能源利用率。充分发挥

比较优势，持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大力推

进“风光火储”一体化发展，风光新能源发电

装机总容量达到 209 万千瓦。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和制造业振兴升级，提升战略性新兴

产业及制造业占比，梯度培育“链主+链核+
专精特新”企业，大力推进新基建、新技术、

新材料等产业创新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深耕绿色低碳发展，聚焦

“双碳”目标，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

绿色交易所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实践基

地，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首日交易，着力打

造全省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

逐绿而行，向绿而兴，乘绿而上。在右

玉，推窗见景、开门见绿，城在林中、林城相

融，已然成为全县人民触手可及的幸福。

任永亮 辛泰 刘晓峰

让生态资源成为绿色财富

2024 年 5 月，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上海市发现，一些地方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存在短板，机动车污染防治不到位，扬尘

污染管控不力，企业违法排污问题时有发生。

近年来，上海市一些地方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力度不够，精细化管理水平不高，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成效不稳固，部分时段甚至出

现反弹。2024 年 1~5 月，全市细颗粒物浓度

同比上升 16.1%，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

3.3 个百分点。

主要问题

一是机动车污染防治不到位。上海市机

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市排放量超过四

成。督察发现，上海市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

不到位，部分机动车检验和维护机构弄虚作

假，超标排放车辆带病上路。

一些检验机构检测造假。白玉兰检测、康

花检测、利港检测等 3 家检验机构未建设重

型柴油车尾气排放检测线，不具备相应检测

能力，2021~2023 年却违规检验重型柴油车

864 辆次并出具检验报告。乐欣检测、宝山浙

实、煜和检测、浦东机动车检测维修中心等 4
家检验机构在被检车辆冒黑烟、发动机转速

曲线明显异常等情况下，仍违规出具合格检

验报告。乐欣检测还存在换车替检问题。

一些维护机构维修造假。2021 年以来，

翔胜汽修共维修 873 辆次尾气超标柴油车，

有 796 辆次的维修报告显示为清洗、维护三

元催化器，督察组随机抽查其中 42 辆发现，

车上均未配备三元催化器，明显造假。中规

汽车沈浦泾路分公司多次为尾气超标车辆

出具虚假维修记录。督察组调阅相关车辆复

检视频发现，上述两家维护机构显示“修好

的”部分车辆仍在明显排放黑烟。

截至 2022 年底，上海市非道路移动机

械申报登记数量达 9 万余台，氮氧化物排放

量占全市总排放量 12.9%，对全市环境空气

质量影响较大。但有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

械监管不严，现场抽查 15 台在用非道路移动

机械，就有 5 台是已禁止使用的国玉排放标

准机械。宝山区佰隆码头违规使用 4 辆报废

柴油货车进行内部运输，排气口黑烟滚滚。

二是工地扬尘管控不力。大气污染防治

法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

围挡，并采取覆盖、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

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督察发现，一些地

方工地扬尘问题突出，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

洪能力提升工程六个标段，均存在场地裸

露、不按要求设置围挡、未安装扬尘在线监

测设备等问题；沪苏湖铁路松江南站项目倾

倒建筑渣土、破碎拆除地面均未采取防尘措

施，施工现场尘土飞扬。

督察组进一步调查发现，有关部门对工

地扬尘污染问题监管不力。岑卜路南侧建设

项目工地扬尘污染问题突出，周边群众反复

举报，但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2020 年 12
月以来，青浦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39 次发

现该工地扬尘问题，但仅在 2023 年 6~7 月

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向城管执法部

门移送其中 8 起扬尘相关案件，其余均未按

规定移送。青浦区城管执法部门监管不严，

对问题长期视而不见，2023 年以来，先后 29
次通过“上海城管”软件上报现场检查情况，

均上报“无问题”。

三是企业违法排污问题多发。一些地方

监管薄弱，企业违法排污问题时有发生。督

察组抽查发现，部分企业废气治理设施不正

常运行、超标排放，有的甚至偷排直排。恩客

斯化妆品有限公司燃油锅炉脱硝系统无法

抽取药剂。晶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私设 10
余个排气口规避监管，多个车间废气未经处

理直排，燃油锅炉也未配备废气治理设施。

利施化妆品有限公司在脱硝设施前私设废

气排口，违法排污。展辰涂料有限公司活性

炭脱附时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直排，现场测

量值最高超标 434 倍。

原因分析

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对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

不足，推动工作落实不够，日常监管不到位，

对环境违法问题执法不严、治理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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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玉县探索发展增绿与增收的双赢之路

图为占地 万亩的右玉县南山森林公园，这是一片从无到有、由右玉人亲手种出来的森林。

上海市一些地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

秋收时节，走进左权县，仿佛踏入了一幅

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近年来，左权县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提升人居环境、发展特色

产业、强化基层治理，打造远近闻名的艺术研

学村、生态旅游村。

在这片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泽城、桐峪、老

井三大片区犹如三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绿水

青山之间。围绕这三大核心片区，写生基地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覆盖了该县的 4 个乡镇、28
个村落，精心布局了超过 200 个写生点，每一

处都蕴藏着独特的自然景致与文化底蕴，等待

着艺术家们的笔触去捕捉、去诠释。

西安雕塑艺术馆、泽城水彩画馆、老井电

影展馆……这 12 座艺术展馆的拔地而起，不

仅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浓厚的艺术色彩，更为写

生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个灵感迸发的殿堂。在

这里，2000 余名艺术学子与创作者可以同时沉

浸在自然的怀抱中，挥洒画笔，共绘山水之美。

泽城、桐峪、老井三大片区的华丽转身，是

左权县在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的一次大胆尝

试与成功实践。它们以艺术为媒介，以写生为

桥梁，连接了城市与乡村，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让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

生机与活力。

在泽城村的蜕变之路上，“绿水青山”与

“民俗古朴”成为了最宝贵的财富。泽城村党支

部书记赵富生的话语中，满是感激与自豪，他

深情地说：“是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这个曾经偏

僻滞塞、困顿落后的村庄，一步步走出了贫困，

迈向了小康，进而成为了美丽乡村，乃至全省

‘千万工程’的示范村。”

泽城村，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群山

之中，清漳河水悠悠地绕村而过，绘就了一幅

动人的山水画卷。写生驿站巧妙地依偎在山脚

下，学子们在此可尽览远山含黛、碧水绕村的

绝美景致。而村庄内部，则是另一番整洁有序

的景象———稻草漆粉饰的院墙，为古朴的村落平添了几

分温馨与雅致。太行食肆、气球商店、VR 体验馆等新兴业

态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生活，也为泽城村“披”上了

一层时尚的外衣，让古老的村落焕发出勃勃生机。

老井村，因电影《老井》而名扬四海。那些年代久远的

老井，依旧默默伫立，石墙石顶、石梁石柱，无不透露着岁

月的痕迹与古朴的气息。随着时代的变迁，老井村并没有

固守陈规，而是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元素———餐吧、咖啡馆等

休闲设施应运而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在

这里，山水之间、农家小院、街巷之景，无不成为艺术家们

笔下的灵感源泉，绘就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艺术画卷。

桐峪镇，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红色文化与绿色生

态交相辉映的典范。漫步其间，中央北方局党校及 129 师

司令部的旧址，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那段波澜壮阔的

岁月中。而今，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红色遗迹都化作了艺

术的灵感源泉，吸引着众多艺术家前来采风。

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运营经理曲晓剑说，在左权，

不仅能领略自然的壮阔瑰丽，游览红色革命故土，也可以

学习历史悠久的木版年画、惟妙惟肖的非遗花馍、直观形

象的红色泥塑等，开启一站式写生、研学课程。我们将一

如既往地做好服务，并不断拓展市场，让更多的人来到太

行、来到左权，感受太行美景。

曾以革命历史著称的偏远之地，如今已焕然一新，成

为了一个融合产业与艺术的新典范。昔日平凡的街巷，如

今变为引人入胜的旅游景区；昔日平凡无奇的小院，经过

精心打造，变成了充满诗意的民宿空间。在这里，自然之

美与艺术之韵相得益彰，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巧妙融合，

共同绘制了一幅幅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展现了新时代

农村发展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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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督察组现场督察发现，晶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私设 10 余个排放口偷排废气。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