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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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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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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李恒松

金秋时节，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放眼四顾，山峦层林尽染，城乡鸟语花香，

保德大地上舒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画卷。

近年来，忻州市保德县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立足

天桥泉域生态保护的长远发展，按照“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方针，全面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持

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方位加强

生态保护修复，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生态画卷正在保德大地徐徐展开。

筑牢生态水域安全网

水美泉域，温婉而灵韵。天桥泉域位

于保德县北部，包括义门、桥头、尧圪台、

南河沟、土崖塔等 9 个乡镇，总面积 566
平方千米。多年来，保德县非常重视水资

源保护工作，全力开展保护地下水、降低

双控指标、优化水资源配置结构，力争实

现“人畜饮水开采地下水、农业灌溉和工

业生产使用地表水或中水”的目标。

泉域保护重在治理，要在保护。泉域

重点保护区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不得设

置与供水需要无关的码头，禁止停靠船

舶，严格控制网箱养殖活动；禁止向水域

排放污水，保证保护区内水质满足规定的

水质标准；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

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同时，对泉域内严重破坏岩溶地下水

的采矿活动，实行限采或禁采，严格控制

沿黄地区煤矿露天开采；对煤矿在岩溶地

下水带压区的下组煤开采，要经过严格论

证，避免对泉域岩溶地下水水量造成影

响；对天桥泉域岩溶地下水产生影响的企

业，实行禁采或限采，达到保护岩溶地下

水的目的。

加快污染治理，实现污水资源化。保

德县通过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将城镇和乡

村的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有效减少污

水排放对泉域地下水造成影响；在灰岩裸

露区加大排污口调查与整治，对农村实施

垃圾整治工程，采取垃圾统一收集、清运

和处置，建立完善的农村清扫保洁和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有效防止地表污染物

通过降雨入渗到岩溶含水层而影响岩溶

水水质。

“污水资源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节水

措施，通过提高泉域范围城市生活污水处

理厂出水标准，加大再生水的综合利用，

减少污水的排放量，可以有效促进水环境

的良性循环。”保德县水利发展中心主任

白晓刚如是说。

深化协同共管新机制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碧水

就是幸福。泉域治理离不开各级部门各

司其职、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治

水兴水的‘大文章’。”保德县水利局负责

人说。

为加大对天桥泉域治理与保护，保德

县水利局实施了黄河保德铁匠铺段护岸

修复工程，对铁匠铺重点水源地的 765.5
米河堤进行了修复；县水利局联合住建

局、乡镇府、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对天

桥泉域内的石料厂进行了整顿关闭，避免

因采矿对天桥泉域造成影响；在天桥泉域

范围内设置界碑，明确了保护范围。

为扎实做好天桥泉域生态环境整治

整改工作，保德县水利局联合东关镇政

府、县住建局对铁匠铺水源地范围内的

勘探孔进行了排查、整治，对除自来水公

司城区居民用水源井外的多余的水井进

行了封堵，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对

水源地范围内的河道进行了清理整顿，

将保护区范围内的生产生活污水统一接

入城区污水管网内，消除了水源地的环

境污染。

天桥泉域水资源丰富，且开发利用程

度较低，为保护天桥泉域水资源可持续开

发利用，保德县对天桥泉域径流补给区岩

溶地下水的开采，实行水量限控，防止不

合理的开发利用造成局部水位下降，引起

黄河水倒灌，对泉域水质产生影响。

在污染防治方面，保德县建设生活污

水收集及处理系统、生活垃圾收集点等，

控制对水源地水质污染；建立健全泉域

保护机构与规章制度，完成重点保护区

河道清障工作，拆除侵占重点保护区及

河道的建筑物；对农村生活垃圾及生活

污水进行整治，完成泉域区乡村生活垃圾

处理与污水集中收集处理，保证泉水出露

带水质优良。

“水质变好了，环境美了，心情也舒畅

了。”家住天桥泉附近的李伯感慨道，自天

桥泉修复治理以来，附近的村民也收获了

不少福利。

探索生态治理新路径

初秋时节，保德县境内满眼皆绿，蜿

蜒的黄河宛若玉带，延绵的黄土坡上草木

蓊郁，黄河绕着城，城抱着水，处处绿意盎

然，一片生机勃勃。

近年来，保德县在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的指引下，坚决扛起保护绿水青山

的政治责任，久久为功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战，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绿色发展之路正

在绿水青山间铺就。

治泉更要护泉。保德县在天桥泉域径

流补给区实行水源涵养工程；对朱家川河

红花塔村至入黄口河段进行水源涵养、河

湖生态环境形态修复；在朱家川河进行清

水复流、生态护岸和种植防护林等工作。

为进一步保护泉域水资源，保德县在

泉域范围内严禁乱砍乱伐树木，实行区域

封禁，严禁牛羊进入，保护植被建设；对泉

口上游附近造成的植被破坏，实行复垦种

植，让裸露的地表披上绿装；制定切实可

行的管理制度，强化管理与保护，防止森

林植被遭到破坏及水土流失。

推行清洁生产，促进泉域水环境与生

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保德县对新建、改建、

扩建工业项目，尽量采用无污染、少污染

的清洁生产工艺，凡是工艺落后、布局不

当、污染严重的项目，不得在重点保护区

附近和灰岩裸露区建设；对现有工业的污

染防治，从局部治理向生产全过程转变，

采取重点污染治理与综合治理相结合、集

中治理与分散治理相结合、回用与治理并

重的办法；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

大泉域范围内厂矿企业污染的整治力度。

绿水青山馥灵气，天地万物绽芳华。

绿色正在成为保德发展最动人的色彩，绿

水青山涵养“金山银山”，保德县将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以水为脉，以绿为底，持续

做好县域治水兴水大文章，为推动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山西的殷殷嘱托，事关山西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事关山西人民生态福祉。今年

前半年，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成绩

喜人。我们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持续改善

地表水环境质量，全力打好“一泓清水入黄

河”攻坚战。

要做加法，用好经验。地表水环境质量

改善，系统治理是基础。今年以来，我省持续

推进雨污合流制排水管网改造、城镇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支流渠系综合整治，为地表

水环境质量改善夯实了基础。今后，我们要

做好加法，锲而不舍抓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改

善，持续开展源头雨污分流改造，以城中村、

老旧街巷、老旧小区、公共建筑及企事业单

位庭院为重点进行源头排查治理，加快推进

一批新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快提升一批城市

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锲而不舍推进地表水

支流渠系综合整治，保障支流入汾水质稳定

达标。

要做减法，筑牢屏障。地表水环境质量改

善，工程治理是重点。今年以来，我省大力实

施以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潜流湿地为主

的生态化治理工程，全省累计建成各类人工

湿地 50 余座，实现了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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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

们要做好减法，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查、测、

溯、治”，全面推进“七河”“五湖”和岩溶大泉

生态保护与修复，大力开展水源涵养林、水土

保持林、护岸林和防风固沙林建设，开展好汾

河生态一体化修复体系，不断消除薄弱点，厚

植生态底色，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要做乘法，营造氛围。地表水环境质量改

善，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重点。目

前，我省已初步谋划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

构优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各类气候友

好型项目 300 多个，对我省稳经济和高质

量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今后，我们要做

好乘法，进一步加大宣传，深入实施减污降

碳扩绿增长行动，积极建设气候投融资试

点，探索建立为居民节能低碳行为赋予价值

的碳普惠机制，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社

会参与的方式，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主动践行

低碳行为，促进低碳产品生产和消费，带动

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推动全省形成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

要做除法，精准治污。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严格执

法是关键。今年以来，我省坚决对伤害“母亲河”的违法行

为说“不”，以铁的手腕护好黄河、汾河等河流域每一湾清

水。今后，我们要做好减法，持续推进城乡黑臭水体排查

整治，进一步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加强水质监测，压

实责任，及时整改，动态清零，坚决防止返黑返臭；同时，

推进重点工业企业提标改造，对标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标

准，全面实施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引领全省

低碳环保产业加速发展。

9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兰州主持召开全面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为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新征

程，让我们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持续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打好“一泓清水入黄河”攻坚

战，为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做出

山西新贡献。 邢云鹏 武旭峰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谋划开展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的工作，我国生态文明之路越走越笃定、

越走越宽广，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书写新的

绿色奇迹。

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夏天，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畔，红

旗口村的 30 多亩集体林地里绿树成荫，前来

露营的游客扎起帐篷，尽享绿色生态之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

的右玉县林木绿化率不足 0.3%，群众饱受

风沙之苦。70 多年来，右玉县干部群众持续

不断植树造林，林木绿化率提高到 57%，将

“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昔日沙地不仅

种出一片片绿荫，更“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好

日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仅

8.6%，风沙肆虐、水土流失等影响群众生产

生活。上世纪 50 年代，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绿

化建设，号召“绿化祖国”。

1978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西北、

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

设大型防护林的战略决策，历时 73 年分三

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要在祖国北方建设一

道绵亘万里的绿色长城。

40 多个寒来暑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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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13.84%，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同时，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等，让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

如今，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

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

积“双减少”。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4.02%，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

75 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重塑，亿

万人民为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家园而不懈

努力。

为便利孩子们利用暑假进行自然研学，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

年设置了一条“小小科学家成长之路”主题

自然教育体验径和一条以“自然森林”为主

题的自然教育探索径，让孩子们更加亲近自

然、了解自然。

这个保护区设立于 1956 年，是我国第

一个自然保护区，保存了大片原始森林，生

物多样性得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

质公园、海洋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

万处。

进入新时代，我国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实施 52 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工程，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推进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要部署。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如今我国

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目前，我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

有效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祖国生态安

全屏障不断筑牢。

污染防治成效日益彰显

9 月 7 日是“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在

今天的首都北京，人们发现随手一拍就能得

到“美颜蓝”“漫画云”。

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

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尤其

是北京空气治理成效明显，被联合国环境署

誉为“北京奇迹”。

回首来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新中国

成立后开始孕育，上世纪 70 年代正式拉开

帷幕。1973 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

保护会议，生态环境保护开始摆上国家重要

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激发了发展活力，但我国经济

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

量生态环境问题，一段时间内成为民生之

患、民心之痛。

从确立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到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

提升。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国家投入大量资

金、科研力量，重点治理太湖、巢湖、滇池三

大湖泊，大力治理酸雨等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

向污染宣战。

2013 年，“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

规模开展 PM2.5 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在城市，公交车不再拖着“黑尾巴”，新

能源汽车加速奔跑；在农村，北方地区数千

万的家庭告别散煤取暖，用上更清洁的取暖

方式；在工厂，超低排放改造让燃煤电厂更

加清洁，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清洁燃煤发电

基地……

经过持续攻坚，2023 年全国空气质量

达标城市共 203 个，占比达到约六成。蓝天

白云成为常态，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

速度最快的国家。 （下转 C3 版）

不断书写新的绿色奇迹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生态环境保护成就综述

科学导报讯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高水平建设美丽中部，促进中部地区在更高起点上加快

崛起，日前，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以高水平保护促进中

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区域协调发展站在了新的更高起点

上。同时要看到，与新征程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战略目标

定位相比，与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新期盼相比，区域污染防

治攻坚呈现新的阶段特征，存量型、增量型生态环境压力

叠加，亟须更好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

《实施意见》指出，要牢牢把握中部地区在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安全和生态安全中的

战略地位，支持区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更大力度建设美丽中部，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

《实施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从加快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大气污染治理、加强水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等 7 方面提出了 19 条具体任务，为协同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部提

供支撑保障。 寇江泽

以高水平保护促进
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生态环境部印发实施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