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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shengtailuntan
生态论坛K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打造绿色和谐可持续的人

居环境，是不断改善民生的重要工

作之一，深刻影响着社会与经济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10 月 24 日至 25
日，2024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年会暨

新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颁奖典

礼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右玉县申报

的“70 多年治沙造林与生态修复的

生动实践”荣获“新可持续城市与人

居环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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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积极推

动全国生态环境治理，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

得很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生态

环境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

身体力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留下

了很多生动故事。

山西省是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是华

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近年来，山西省生

态环境系统坚持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支撑，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如今，三晋大地蓝天

白云成了常态，绿水青山随处可见，表里山河更

加多姿多彩。

推动建设生态美、发展美、共享美的美丽山

西，打造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是久久为功的大

事情，要持之以恒去推动、去落实。

牢固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这一理念，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一头连

着经济发展。首先，要加强教育和宣传，提高公

众环保意识，推动全社会理解这一理念的深刻

内涵。要认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

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努力

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之路。其次，要

在实践中贯彻这一理念。要坚持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坚持绿色发展方式，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结合我省实际，因地制宜开

展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

型，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能源，减少污染排

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此外，还

需要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努力恢复和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和谐人居环

境，离不开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省人大

常委会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工作，不断

加大生态环保立法工作力度，先后制定修改了

环境保护、汾河保护、湿地保护和永久性生态

公益林保护等法规，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网

络更加健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提升

我省生态环境执法水平，积极创新执法机制，

优化执法方式，不断强化环境执法监管力度，

提升执法效能，让法治为推进美丽山西建设保

驾护航。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打造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大计。要广泛动员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共同打造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共建美丽山西，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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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初冬暖阳下，地处长治市潞城区东北的

辛安泉镇南流村的“响泉”流水潺潺。辛安泉

镇因境内涌动着华北地区第二大的岩溶性

泉群———辛安泉而得名。这里不仅是市级饮

用水源的重要保护区域，更因自然风光秀

丽，被誉为“长治生命泉”和“上党小江南”。

近年来，辛安泉镇始终围绕制度建设这

一核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性

保护与治理，坚定地走在绿色发展之路上，

精心描绘出一幅幅生态美景。如今，在这片

广袤的大地上，天空更加蔚蓝，水质更加清

澈，山峦更加秀美，生态答卷令人瞩目。

碧波荡漾“活”水来
深秋时节，浊漳河畔迎来了十余只白天

鹅的翩然到访。它们或于水中悠然游弋，寻

找食物；或腾空而起，于高空翩翩起舞，为这

条河流赋予了勃勃生机与无尽的灵动美感。

生态好不好，鸟儿来“投票”。天鹅是一

种典型的旅鸟，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摄影

爱好者秦淼告诉记者，近几年，辛安泉域这

一带的生态环境变化特别大，白鹭、水雉等

重点保护动物都在这里“做客”。

为了保护好“生命泉”，让其“生态美”带

给百姓“生活美”，2021 年 8 月 30 日，长治

市、潞城区正式启动辛安泉域集中出露带重

点保护区治理保护工程，以浊漳河右岸的潞

城南流泉群和左岸的平顺王曲泉群出露带

为主，加强河道治理、泉眼保护、植被修复，

整理绿化用地达 12 万平方米。

辛安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辛安泉域主

要是涉及西流南、西流北、南流等村庄。近年

来，在这些村庄全面实施了污水处理，重点

保护区域施行休耕，农业生产减药、减肥。

近年来，辛安泉的生态之美，发展出成带

成片的致富产业，带动了当地百姓的增收。

南流村素有种植水稻的传统。前些年由

于泉水供给不稳定，导致水稻种植时断时

续。近年来，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恢复，南流村

在保护泉域的前提下，一方面积极发展生态

观光和休闲度假产业，将 3 公里的河岸打造

成景观长廊，供游客休闲度假；另一方面，通

过与有关机构合作开展研学活动，围绕水稻

种收打造出“一碗米饭的诞生”产、学、研产

业链条，让参与者体验“粒粒皆辛苦”。2024
年南流村的水稻面积已达 120 亩。

在距离南流村 1.5 公里的西流北村，还建

起了占地 100 余亩的生态农场，共有 21 架大

棚，种植的有泡椒、草莓、贝贝南瓜、西红柿、

葡萄等，品种多样，种类丰富，而且一年四季

都在种植。西流北村村委会相关人员表示，接

下来，会进一步提档升级，形成采、摘、销、研

学一条龙服务，为村集体收入带来进一步的

提升，也能为附近的村民带来一定的收入。

挖掘“水”文化，做活“水”文章。辛安泉

镇在护好一河碧水的基础上，实行“美丽幸

福河泉+水文化”一体建设。西流南村以民间

彩灯工坊、毓芳园、文昌阁为支点，以旅游慢

道为线，将现代农业观光、农耕体验、山地越

野、西流晚渡等景点串联起来，把村庄打造

成一个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慢生

活体验园、游乐园。

如今的辛安泉响泉不仅恢复了往日的

活力，还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探访体验。游

客李丽分享道：“我是通过看视频了解到辛

安泉镇响泉的，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就从晋

城赶了过来。来到这里后，我发现响泉真的

很神奇，而且周边的风景也特别迷人。”

“泉长制”守护清绿
从承载乡愁的浊漳母亲河，到田间地头

的无名支流，辛安泉镇村两级河长积极上岗

履职、全力治水，让源源碧水迤逦穿行。

近年来，辛安泉镇创新实施“党建+泉长

制”，通过优化生态保护机制、加强生态修复

和推进生态补偿，不断提升河泉长效管护水

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构建“党委+
党支部+党员+群众”的党建护泉体系，由该

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任镇级“总泉

长”“副总泉长”，泉眼所在村党组织书记担

任“泉长”，全面履行泉域保护管理责任。谋

划建立专业管护队伍，定期组织党员对河

道、泉眼边坡垃圾、淤泥进行清除打扫，以实

际行动带动村民积极参与到护河行动中来，

共同建设泉清岸绿辛安泉。

在周边村开展“护泉系列行动”，在沿河

村建设 6 处生活污水处理站，并进行“煤改

电”清洁取暖改造；持续推进泉域生态修复，

争取资金 1930 万元完成辛安泉域集中出露

带核心区生态修复工程，治理河道 3.12 公

里，生态修复面积 0.8 平方公里；积极推动开

展泉域空间绿化，充分利用“3·12 植树节”等

节点，栽植油松树木 1.5 万余株，布设全天候

高清监控 2 处，筑造人工候鸟巢 15 个，黑

鹳、大天鹅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频繁飞

临，泉域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给予退出企业、农

户等主体合理经济补偿，由镇主要领导积极

对接上级部门，严格贯彻落实《长治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治市辛安泉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及辛安泉域泉水集中出露带核

心区生态补偿实施办法》，带头宣讲政策，推

进水源地保护区经营主体、农户生态补偿，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截至今年 4 月，5 家企

业、2 个村集体、19 家苗木种植户、21 个农户

均有序退出，累计补偿 3153 万元；盘活集中

出露带 500 余亩河滩地，建成水稻观光农业

示范园，配套建成加工厂房。

辛安泉镇水利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

保河长制工作高效开展，辛安泉镇全面建立了

镇村级河长制体系，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

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道管理保护机制，为

实现河道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多举措筑牢生态防线
辛安泉辖区水域是长治市重要的饮用

水供给源地，把好水源健康环保的第一道关

意义重大。

去年 7 月，长治市辛安泉域集中出露带

重点保护区治理保护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

该工程建成达效后，将进一步提升辛安泉岩

溶地下水水质，有效涵养水源，改善辛安泉

南流泉群泉水集中出露区生态环境等，为长

治供水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去年 10 月，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地

方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召开《长治市辛安泉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立法后评估论证会，

对该条例立法后的施行情况以及与现行法

律法规的统一性等方面进行评估论证，并听

取有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建议，为进一步修改

条例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去年 12 月底，长治市公安局潞城分局辛

安泉派出所推出一项环保举措———警民联合

巡河机制，旨在加强水资源保护，开展饮用水

源生态环境保护，严厉查处破坏水环境资源

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守护饮用水源安全。

今年以来，辛安泉域管理中心组织《辛

安泉域岩溶水资源承载力评价》课题组开展

岩溶水资源承载力评价，对辛安泉岩溶水

量、水质和时空分布特征做出科学的、全面

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保障岩溶水资源可持续

开发利用的措施，为长治市经济规划和产业

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今年，辛安泉供水改扩建被省政府工作

报告列为 10 个省级水网重大项目之一。截

至今年 9 月中旬，辛安泉供水改扩建工程供

水总量成功突破 1 亿立方米。工程自 2016
年 9 月首次供水以来，已为长治市及其周边

地区的 14 家工业企业和农业灌溉用户提供

了宝贵的水资源，极大地缓解了该地区水资

源短缺问题，为长治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水保障。

辛安泉域：

碧水清流润大地 生态画卷美如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