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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

政企携手助力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科学导报讯 日前，经长治市人民政府授权，

长治市城市管理局与山西建投安装集团（以下简

称山西安装）所属的长治山安立德建筑固废综合

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正式签订建筑

垃圾处理项目协议。长治市四县四区的建筑垃圾

将通过该项目变身为绿色混凝土、生态水稳拌合

料、路面砖等，为城市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长治市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占地 97.39 亩，建

筑垃圾总处理规模为 510 万吨/年，其中工程垃

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处理规模为 150 万吨/年，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处理规模为 360 万吨/年。在

多方考察，综合考量后，该市通过招投标确定了项

目实施方。近年来，山西安装积极抢抓国家战略机

遇，成功培育了山安蓝天、山安立德、山安碧泉、山

安茂德等专注于低碳环保产业的专业平台子公

司，在综合能源、清洁供热、固废处置、水环境治

理、园区建设等领域打造“投建运”一体化能力，先

后投资建设了潇河园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等多

个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

山西安装将持续发挥专业化优势，推动长治

市建筑垃圾处理项目高质量实施，将智慧引领、创

新驱动、科技赋能等贯穿到项目建设发展中，锚定

转型升级和迭代发展，为长治市绿色低碳发展贡

献山安力量。 晋帅妮

山西“三北”工程区累计营造林 690 万亩、种草改良157万亩
1 月 5 日，记者驾车从太原出发，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了位于古交市杨家坡的

南山生态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彩色沥青

的柏油马路和“别具一格”的木栈道，当记者站

在公园里望川广场上，向远眺望，古交市区的

风景交织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以前，南山生态公园是重大地质灾害的隐

患点，在汛期和雨季期间，这里洪水泛滥，坡体

周边的斜坡和塌陷问题严重威胁着居民的安

全，经过古交市政府的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这

里变成了一座集观光、亲子、科普等多功能的

生态宜居的后花园。

记者了解到，南山生态公园规划总面积约

为 14 万平方米，生态修复工程投资约为 6000
余万元，主要是从基础土地平整到植被种植、

景观打造、边坡治理、生态修复等项目进行了

精心规划和严格把控，共栽植各类乔灌木

11523 株，铺设草坪及花卉 29883 平方米，绿

篱镶边 29455 平方米。其中，打造彩色沥青路

1200 米，园区路 700 米、木栈道 510 米，这些

改造项目不仅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更是促进

了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如今的南山生态公园早已是枝繁叶茂、郁

郁葱葱。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张女士说：“现在的

变化真的是太大了。以前这里的步道都是水泥

路，现在成了彩色沥青路，走起来感觉脚下很

有弹性，不累脚。”

作为生态公园，这里的路灯、音响、休闲长

椅等设施一应俱全，沿途还设有望川广场、忠

义广场、远瞩广场、晨曦广场、八音台等 5 个广

场，让游客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欣赏到美

丽的自然风光。

此外，古交市还按照轻重缓急对危害等级较高的其他 6
处隐患点进行了治理，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不仅消除

了安全隐患，还通过采取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等综合措施，构

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生态屏障，为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提供了现

代生态修复的典范。

南山生态公园的建设，不仅是古交市改善民生、优化生态

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的举措，还是创建省级文明县

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是为了坚持生态修复，建设生态宜

居的绿色古交。

当记者走在古交市，如今，随处都可以看见那“一抹”绿

色，这抹绿色已然成为古交的主色调，这种“见缝插绿”“口袋

公园”的古交，让人们在家门口便能休闲活动，实现“推窗见

绿、抬脚入园”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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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 月 4 日，山西省首届生态家庭日实践活动

在太原举办。该活动由山西省青少年环保联盟联合山西省 11
个市 130 多家环保、公益组织共同发起，以家庭为核心，将生

态文化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太原市约 500 组家庭和 30 名志

愿者参与当日的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绿动新年 生态家园”。在杏花岭区泰

享里新经济产业园的集市区里，一项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夺人

眼球：传统手工制作区，小小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笔锋游走间，

一副副寓意吉祥的春联跃然纸上，墨香四溢；拓印福字的区

域，家长和孩子齐心协力，小心翼翼地将福字拓印在纸上，每

一个成功拓印的福字，都伴随着惊喜的欢呼；编中国结的摊位

前，五彩丝线在巧手下翻转缠绕，不一会儿，精致的中国结便

诞生了；创意七巧板摊位上，各种奇妙造型吸引不少围观者；

绿色二手集市，各类二手物品琳琅满目，孩子们在这里挑选着

心仪的宝贝，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民俗游戏互动区更是

热闹———生态蹴鞠场地里，孩子们清脆的笑声和呼喊声交织

在一起，垃圾分类投壶处掌声不断，环保猜灯谜的区域吸引不

少人驻足沉思……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为第十届“魅力环保小卫士”和太原

市第八届“捕捉自然之韵绘写龙城之美”自然笔记大赛的获

奖个人和家庭颁奖。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全社

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环保理念在每

个人心中生根发芽，为建设山清水秀天蓝的美丽太原贡献力

量。 郭卫艳

山西省首届生态家庭日实践活动在并开启

科学导报讯 记者马骏“一年多来，山

西省‘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营造林 690 万

亩、种草改良 157 万亩，‘三北’地区国土绿

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2024 年 12 月 30
日，在山西省林草局举办“山西林草这一

年”新闻通气会，省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处

处长李军介绍道。

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今年

以来，省级总林长签发第 1 号总林长令《关

于全面加强三北工程建设的令》，省委召开

全省河湖长制林长制暨“三北”工程推进会，

省政府召开全省国土绿化暨“三北”工程攻

坚战现场推进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坚持高位推动，强化顶层设计，为“三北”工

程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政策保障。

一年多来，山西主动把全省林草生态

建设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在沿黄 19 县率先实现基本绿化的基础

上，将攻坚重点集中向“三北”工程区布局，

编制三北六期规划，印发《山西省防沙治沙

规划（2021-2030 年）》，全面践行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理念，省际之间联动晋

陕，省域之内联动市县，依靠三北工程“缝

合”风沙前沿、流域纵深的生态修复断带，

实现协调联动，系统治理。

同时，完成 70 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年度任务，国家林草局在山西省召开全国

草种业发展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山西省依

托国有林场优势发展草种业的经验做法。

全年营造林 319 万亩，超额完成 300 万亩

年度目标任务，义务植树和四旁植树 1.6
亿株，全省绿色发展的底色更浓、底气更

足。同时，国家公园建设稳步推进，生物多

样性日益丰富。2024 年全省新记录野生植

物 5 种、野生动物 4 种，褐马鸡等珍稀物种

数量大幅增加，省级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责

任）保险补贴区域扩大到 24 个县。

此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与林草改

革发展紧密结合，实施森林乡村建设工程，

启动“百场带千村”行动，组织全省 226 个

国有林场，每个国有林场带动 5 个左右行

政村，围绕造林营林、管林护林、产业发展

开展八大“兴林惠农”行动，带动 6 万群众

增收 2 亿多元，深化巩固一个战场打赢两

场战役成果，让林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面

子更美”“里子更实”。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范琛

2024 年 12 月 29 日，走在太原市迎泽区迎泽大街上，看见路牌醒目地矗立在前景，迎泽公园
内的楼阁巍然耸立，其传统的建筑风格与周围的现代城市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历史与现
代的和谐共存。随着各种绿色生态和文化元素的加入，不仅提升了街道的整体形象，也大大改善
了市民的生活环境。 姻 科学导报记者杨凯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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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阳泉市盂县第一中学

食堂实行“0.75 窗口”，让学生按需就

餐，减少了学生用餐开支及家庭负担，

从根本上杜绝餐饮浪费，“光盘行动”已

成为校园新风尚。

事实证明，“0.75 窗口”是杜绝餐饮

浪费的有效举措。实行“0.75 窗口”以

来，学校一年节约粮食约 1.4 万斤，餐

厨垃圾减少约 5.5 吨。

2024 年，山西省开展以“诚信尚俭

共享食安”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

风尚。山西省市场监管局严格按照《反

食品浪费法》《山西省预防和制止餐饮

浪费规定》，多措并举，压紧压实外卖平

台和商家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

行为。同时，积极引导餐饮服务提供者

创新经营方式、拓展经营品种。

2024 年，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制止餐饮浪费工作的

通知》，指导各市督促平台及餐饮服务

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还联合

太原市、晋中市市场监管局召开网络餐

饮平台防范外卖食品浪费行政指导会，

对美团、饿了么等餐饮外卖平台进行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并从依法履行信息公

示义务、建立健全外卖餐品描述及适量

点餐消费提示等方面提出要求，督促平

台及时开展自查自纠，按要求做好制止

餐饮浪费各项工作。

2024 年 3 月 28 日，《集中用餐单

位食堂制止餐饮浪费管理规范》省级地

方标准施行，该标准从集中用餐单位食

堂的食材管理、加工、供餐管理等方面

对制止餐饮浪费做了规定，并利用标准

化大课堂进行宣传，让厉行节约深入全

民，制止餐饮浪费行动在全社会蔚然成

风。

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将制止餐饮浪

费与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同频同步

开展，并将制止餐饮浪费作为省级餐

饮环节“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项目，

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将制止餐饮浪费

纳入“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机

制。严格参照《制止餐饮浪费执法稽查

工作指引》，查处餐饮浪费案件，依法

依规合理使用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执

法，做到速查、速改、速罚。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适时公布典型案例，发挥宣传

引导和警示震慑作用。阳泉市市场监

管局开展“随机查餐厅”活动，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以及消费

者代表共同参与，现场对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落实防止餐饮浪费制度情况随

机抽考。

与此同时，山西省市场监管局积极

组织各市、相关社会团体、市场主体、协

会和新闻媒体等协同发力，开展面向社

会公众的各类主题宣传活动达 397 场；

在全省范围内发送食品安全宣传公益

短信 4000 万余条；制作食品安全公益

宣传片，以企业主体诚信经营、反对餐

饮浪费、社会共同参与为主题，在电视

台、地铁、公交、高铁站以及各户外大屏

同步播放。 孟婷

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科学导报讯 记者范琛 2025
年，力争实现晋祠泉稳定复流，各县

（市、区）至少建设一条幸福河流……

这是太原市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太原市治水兴水行

动方案》提出的目标。

太原市将大幅增强现代水网配

置能力，到 2030 年实现“一网集成、

两横三纵，四源连通、循环互济，蓄

泄兼筹、安全可靠，水清岸绿、河畅

泉涌，智慧联动、调控有序”的目标。

以《太原市现代水网建设规划》为指

导，推进调水工程及水网建设其他

工程为抓手，太原市高效率优化水

资源配置。加快推进太原市东西山

调水、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滹沱河供

水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实施太原市

西山水调蓄与水资源综合治理试验

试点、清徐县城市自来水管网延伸

工程、阳曲县水网工程建设。同时，

推进晋源区马坊沟引蓄水工程、娄

烦县引黄工程等供水水厂建设，完

善多源互济的城镇供水体系，提升

城乡水资源战略储备能力。

为维护河湖健康水生态，太原市

将完善市、县、乡、村四级河湖长责任

体系，强化成员单位协同联动，纵深

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

持续组织健康河湖评价，提升河湖治

理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九河上游生

态治理工程，持续实施晋阳湖水系连

通工程，2025 年全市各县（市、区）至

少建设一条幸福河流。因地制宜在汾

河流域沿线实施水源涵养林、水土保

持林、水岸绿化林建设，落实国土绿

化行动，打造汾河生态廊道。

太原市强化工程措施，提高“四

预”能力，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安全体

系。工程建设方面，完成 12 项防洪

能力提升工程，开展河道治理项目，

加快建设马庄水库、南坪头水库改

造工程，推进南沙河水库除险加固，

强化水库监测信息化建设，健全常

态化管护机制，到 2025 年，现有病

险水库安全隐患全部消除。以全市

405个受山洪灾害威胁村为重点，严

格落实防御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

警，广泛开展转移避险应急演练，及

时修订完善防御预案，提升“四预”

能力，把握防御主动权。推进南川

河、小返河等中小河流综合治理，统

筹城市防洪和内涝治理，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强化民生水利保障方面，优

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巩固

晋源区建设成果，积极推动杏花岭

区、清徐县一体化工程。大力推进集

中供水规模化工程，因地制宜实施

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

持续实施巩固提升和维修养护工

程，水质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应配尽

配，巩固饮水安全成果，自来水普及

率稳定在 99%以上。

科学导报讯 2024 年 12 月 30 日，山西省水利厅在太原

举行右玉县小南山流域水土保持碳汇交易签约仪式暨水土保

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座谈会，右玉县小南山流域 6.75 万吨水

土保持碳汇完成交易，这是山西省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标

志着山西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现“零”的突破。右

玉县右林苗木有限责任公司和右玉县华谊中泰新能源有限公

司进行签约，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向签约双方发放了

交易凭证。

水土保持碳汇是指在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的水

土流失采取预防和治理措施后，产生碳汇的过程或能力。通

过水土保持碳汇交易，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者可以获得经济回

报。右玉县是五个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之一，自

选取小南山流域开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试点以来，2024 年 5
月确定右玉县右林苗木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出让方，选取福建

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进行碳汇能力测算，核算面积 13.79
平方公里，监测碳汇量 6.75 万吨。经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

心核证，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

心，右玉县华谊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履行生态产品社会

公益责任，交易碳汇量 6.75 万吨，总价 202万元，单价 30 元/
吨。

山西省水利厅号召各市学习借鉴右玉小南山及全国其他

典型案例的先进经验，对 2021 年以来建成的生态清洁小流域

进行全面价值核算，向社会推介生态产品，力争 2025 年每市

都培育一个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典型案例。 范珍

山西省首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达成

晋中市

实现重点区域充电站全覆盖
科学导报讯 2024 年 12 月 24 日，晋中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新能源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

建设新闻发布会，全市已建成并接入省级监管服

务平台充电站 1019 座、充电桩 6261 台，充（换）电

基础设施网络实现商业体、工业园区、交通枢纽和

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全覆盖。

得益于新能源电动汽车技术日趋成熟和国家

对报废、置换补贴力度不断加大等利好政策的影

响，晋中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新能源汽

车消费量迅猛增长。截至 12 月初，全市新能源电

动汽车保有量为 39343 辆，月平均增长 1184.27
辆。建成并接入省级监管服务平台的充电站 1019
座，4506 套充电设备、6261 台充电桩。

此外，晋中市也在积极引入、大力推广超级充

电站和充储一体化等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目前，

华为正在该市规划布局建设超快一体高标准、高

质量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配备 1000V、520kW
超充液冷充电桩。 邵康

朔州市平鲁区

“光伏蓝”赋能“生态绿”
科学导报讯 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也是美丽中国的厚实家底。朔州市平鲁区作

为典型的煤电大区，切实把握国家“双碳”目标和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要求，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积极

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化、规模化、一体化发展，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

能。

在平鲁区下水头乡连绵的山梁上，形如阵列

的风力发电设备高大雄壮，光伏发电银鳞闪耀，已

经成为助推能源转型、托举美好生活的无限“风

光”。在刚刚完成首次并网发电的领路者新能源朔

州有限公司 39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现场，运检员

正在对升压站设备进行巡检，确保优质高效实现

电站并网发电目标。

平鲁区领路者新能源朔州有限公司光伏发电

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约为 390 兆瓦，分批次进行

建设，2024 年新建 220KV 升压站一座、综合用房、

辅助用房，场区建设完成了部分太阳能光伏板基

础及组件安装、逆变器、集电线路、通信工程等工

程，成功实现该项目升压站倒送电一次成功，集电

线路及光伏区 12 兆瓦经调试已上网发电。

逐“绿”而生，向“光”而行。2024 年，平鲁区重

点推进了 18 个新能源项目建设，总计投资 130.9
亿元。其中风电项目 5 个，光伏发电项目 13 个。从

煤炭生产大区到新型绿色能源大区，平鲁区以行

动为笔，为高质量发展绘就更多“好风光”。
张智宙 张小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