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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山西太行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跃荣和其研发团队研发的“多

功能自循环供热装置”，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

国家专利，证书号为第 21910178 号。

据介绍，“多功能自循环供热装置”在供暖

时自动地将室内空气过滤杀菌，净化室内空气，

增加氧气含量，暖气片用过的水还可以浇花种

草。即使生活在南方，也可以较好地调节干湿

度，减少潮湿带来的健康不利因素。而且价格

低，每户整套设备不足 1000 元，费用是之前集

中供热或购买电锅炉费用的零头，还可省去繁

琐的安装等劳动工序。最重要的是该设备耗电

很少，每户每月约 150 元电费。 晋帅妮

我省一“多功能自循环供
热装置”被授予国家专利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shengtailuntan
生态论坛K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冬日渐寒，太原汾河景区湿地公园碧水连

天、芦苇浩荡，成群的白骨顶鸡等野生鸟类在

河中嬉戏、鸣叫；群山环绕的晋城九女仙湖，湖

水澄澈如镜，辽阔的湖面上，几艘画舫游船驶

过，水中荡起层层涟漪；夕照下的张峰水库水

天一色，衬托着起伏的山峦，壮美如画；芮城县

圣天湖，成群的大天鹅在湖面上嬉戏玩闹，时

而梳理羽毛，时而空中飞舞，把这个黄土高原

上的湖泊变成了美丽的“天鹅湖”……三晋大

地，人水和谐的美景随处可见。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充分发

挥河湖长制作用，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责任，多措并举，系统

化深入推动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初步构建起了

政府主导、河湖长牵头、部门协作的工作格局，

各地正在呈现出一幅幅美丽幸福河湖新画卷。

政策驱动

科学布局幸福河湖建设

建设幸福河湖，是推动新阶段河湖保护治

理管理的重要目标任务。我省高度重视河湖长
制工作，从 2022 年开始，连续 3 年颁发总河长
令，进一步强化流域治理管理，加强河湖管理
保护，从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文

化、水经济、水管理等方面推动全省河湖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实施幸福河湖建设筑牢
安全屏障。

出台完善相关政策。2023 年 11 月 14 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治水

兴水大文章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同年 12 月 26 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幸

福河湖的意见》，提出全省幸福河湖建设的近

期、远期目标，明确到 2024 年，以县域为单元，

50%的县（市、区）至少建设 1 条（个）幸福河湖

（含水库）；到 2025 年底，全省幸福河湖初具规

模，基本实现“百县百河（湖）”建设目标；到

2030 年，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提档升级，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好景象处处呈现，这为

我省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

今年，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了《2024 年山

西省河湖长制工作要点》，对全省幸福河湖建

设进行安排部署，深入推进各级河湖长和相关

部门履职尽责，着力建设安全河湖、生命河湖、

幸福河湖，把幸福河湖建设纳入省政府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范围，作为对各市县重要考核内

容，通过考核加以推动。

为了从制度建设上实现“闭环”，我省出台

了《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幸福河湖建设导则》，

这是我省首次制定的 2 个河湖长制工作方面的

省级地方标准。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我省维护

河湖健康、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水和谐发

展新格局具有积极意义，该做法得到水利部的

充分肯定。同时，《山西省幸福河湖评价办法（试

行）》正式印发，进一步规范了全省幸福河湖建

设的评价流程，为科学、客观、系统地评估我省

幸福河湖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下转 C2 版）

以水为墨 绘美丽幸福河湖
———我省推进河湖长制提档升级

冬季既是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

期，也是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关键期

和攻坚期。集中力量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成为守护天蓝地净的重中之重。

环境友好，泽被万物。今年以来，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

善 3.0%，PM2.5 浓度降至 35 微克/立
方米，地表水环境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7.2%……各项措施扎实落地，污染

防治成绩亮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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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是我省实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

基地，生态基础脆弱、历史欠账过多

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仍然是全省最重要、最紧迫、最

繁重的任务之一。

紧盯主要矛盾、重点区域、关键

环节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效

战术。一方面，加强工业源污染管控，

强化联防联控，推进散煤清洁化替代、清洁取暖

改造和机动车新能源化，让蓝天白云常驻。另一

方面，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

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推动城

镇污水管网全覆盖，使河流湖泊永葆水清岸绿。

同时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实施农用地

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动，提高煤矸

石、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打好净

土保卫战。

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污染防治，既需

注重末端治理，更得强调源头预防。只有锚定新

质生产力，重视科技创新，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等转型优化，才能培育绿色低碳新动

能。我省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独特。关键是，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

太行山、吕梁山等生态屏障，抓好河湖湿地和矿

山生态修复，疗愈采煤沉陷区等生态伤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当务之急是，全面构建以环境保

护条例为统领，以大气、水、土壤、固废污染防治

条例为支撑的生态环境保护“四梁八柱”法规框

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严格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责任制，全

面构建与美丽山西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坚

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就会奋力绘

就蓝天常驻、青山葱郁、碧水长流的美丽山西生

态图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唱响“山西好风光”

赞歌。 郝蒙

今年 66 岁的李随元退休前是山西长治广播电台

的一名记者，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媒体人，更是一位坚

定的环保公益践行者。自 1987 年以来，李随元 37 年如

一日影响和带动着学生和家长不扔废纸卖钱助学、助

残，先后资助了 300 多位贫困学生重新踏入校门，间接

影响周围数万人参与环保助学。2018 年退休后，他初心

不改，爱心不减，依然积极奔走在各项公益事业中，倾

其所能、发挥余热，为需要帮助的人点亮希望之灯，照

亮他们前行的道路。

爱心萌发

在深山僻壤结穷亲
1987 年11 月初的一天下午，长治人民广播电台记

者编辑部来了一名满头大汗的少年，这位少年名叫刘

保，刘保一边介绍着自己的情况，一边掏出他写的“山村

孩子不能在危房里上课”的稿件。当晚李随元把刘保带

到了他的宿舍。吃过饭，在交谈中刘保讲诉了自己辍学

在县城捡废纸，一边供自己生活，一边用卖废纸的钱为

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学习用品的事。（下转 C3 版）

初冬时节，坐落于临汾市尧都区西

南 13 公里处的龙子祠泉，群泉争涌，波

光粼粼的泉水蜿蜒流淌，犹如群龙竞

舞，美不胜收，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

景致。

龙子祠泉域由南池、北池、东池三

个泉群组成，四周渠道纵横、密如蛛网。

泉域总面积达 2250 平方公里，覆盖霍

州区、洪洞县等多个县（市、区），其中一

级保护区面积为 11 平方公里。担负着

尧都区、襄汾县 13 万亩良田的灌溉和

尧都区居民生活用水的任务，同时也肩

负着供应周边企业和生态用水的功能，

在临汾的历史、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泉域也被评价为

“北泽临汾千顷地，南润襄陵万亩田。”

然而，十几年前，由于煤矿开采、开

山炸石等行为的破坏，令龙子祠泉的出

流量逐渐减少，水质也受到影响。

为此，省委、省政府和临汾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

保护。

自 2003 年起，临汾市水利部门围

绕“让市民喝上放心水”这一目标，拆除

非法建筑，搬迁养殖业，修建防护围栏

和围墙，实施封闭管理，并修建排污渠

以远离泉源区。2007 年，临汾市做好龙

子祠泉域重点保护区的确权定界工作，

设立保护标志牌，龙子祠泉源处挖泉整

治、新建维修 520 米明渠覆盖工程、建

设南北泉防护栏工程和两条 400 米长

排污渠及污水处理池。

为保持龙子祠泉的出流量，2012 年

以来，临汾市实施龙子祠泉域岩溶水环

境问题成因调查及泉水增补措施研究

项目。经过实地勘测、取样分析完成了

2250 平方千米的水文地质补充调查和

遥感解译。同时，临汾市加强对龙子祠

水源地环境的安全监管，建设了龙子祠

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监测项目包括

石油类、总有机碳、亚硝酸盐氮、溶解氧

等 15 项指标，实时、准确掌握水质状

况，实现了水质预测、预警，为确保城市

饮用水安全和控制水污染事件提供及

时、准确的决策依据。

“十三五”时期，龙子祠泉域周边绿

化，栽植各类树木 14000 株，营造绿篱

1000 余平方米、草坪 10000 余平方米、

道路绿化 4.6 公里。

2023 年 8 月，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

际，尧都区人民法院成立了龙子祠泉水

资源司法保护站，为生态环境治理贡献

力量。

由于龙子祠水源地 309 国道西侧

为历史遗留石灰岩开采区，山体裸露，

到处是深坑、废渣堆及耸立的危岩，生

态环境十分脆弱。为了有效保护好水源

地，2020 年以来，临汾市实施龙子祠水

源地 309 国道西侧裸露山体生态修复

工程，从源头上治理龙子祠水源地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

经过多年的治理，龙子祠泉域水质

达到三类标准，经检测全面符合城市生

活饮用水水质要求。

临汾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仍将继续加大用水保障力度，推动汾

西灌区龙子祠泉水向侯马市供水水源

置换工程的实施。预计 2025 年工程建

成后，可每年向侯马市提供 1468.7 万

立方米优质山泉水，配置用于全市城乡

居民生活用水，置换现有地下水水源取

水，保证侯马市退出全省地下水超采

区。

“把泉域保护作为水利建设的重中

之重，全面实施泉域水量和水质保护。”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临汾市将持续落实岩溶泉域水资

源保护各项要求，加强龙子祠泉域取用

水全过程、水质指标、泉水流量等管理，

强化生产生活面源污染防治，加大日常

巡查检查力度，推进泉域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切实筑牢饮用水水源安全屏障。

龙子祠泉域：

厚植绿色底蕴 共绘生态画卷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通讯员 秦风明 李文龙

李随元：
铁肩担道义 环保助学行

一叶渔舟入画来

shijueshe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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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2 月 2 日从水利部获悉，北

京市近日出台《北京市地下水管控指标》，标志

着海河流域地下水管控指标体系实现全覆盖，

流域地下水管理与保护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据介绍，自水利部启动该项工作以来，水利

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按照责任分工，完成流域各

省份管控指标复核协调，推动管控指标成果修

改完善及印发，并及时将管控指标纳入监管体

系，保障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

此次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覆盖海河流域

京津冀晋豫鲁蒙辽 8 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

地下水取水总量和水位（埋深）2 项控制指标和

地下水取用水计量率、监测井密度等管理指标，

将为长效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增加地下水储

备以及逐步实现“还水于河”进一步提供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 魏弘毅

海河流域实现地下水
管控指标体系全覆盖

11 月 29 日，万荣县汾河滩，渔民划着
小船在鱼塘里布网劳作。一人一舟，一山
一水，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画卷。近年来，万荣县坚持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的政治责任，集中力量加快推进

“一泓清水入黄河”项目建设，切实抓好污
水处理工程运维，确保断面水质稳定达
标。 姻 张怀心摄

李随元
（左一）和环
保志愿者刘
保（左二）收
集整理分类
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