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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行走在朔州市山阴县县城

南郊的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河畅水清，静谧安详。

远处，数十只黑鹳游过，划出一道道涟
漪……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人们

眼前徐徐展开。

桑干河朔州市段全长 178 公里，

被誉为朔州的“母亲河”，肩负着向首

都输送清澈水源的神圣使命。20 世纪

40 年代，著名作家丁玲写下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名扬

全国。2024 年 12 月 24 日，桑干河朔
州市段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

案例名单。

然而，由于季节性的变化和过度

的开发利用，桑干河曾数次面临干涸
和断流的困境。

近年来, 朔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建设美丽朔州，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先后启动了四大
类 33 项工程、“一泓清水入黄河进京畿”16 项重点工

程，通过控源截污、清理垃圾、清淤疏浚和生态修复等综
合措施，为桑干河的长治久清奠定了坚实基础。

桑干河流域作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都会吸

引大量的候鸟前来栖息和繁衍。朔城区水利局副局长王

宪透露，去年桑干河流域朔州段的候鸟迁徙盛况空前，

每天太平窑水库周边能观测到接近 1 万只候鸟的活动

情况。

在桑干河畔，62 岁的王晋是山阴县岱岳乡麻疃村

的一名老居民。他亲眼目睹了桑干河从一片荒废的盐碱

地，逐渐蜕变成如今生态宜人的湿地公园。王晋回忆道：

“以前，这里垃圾堆积，环境恶劣。”但自从几年前开始生

态修复，他不仅见证了这一变化，还亲自参与了种树活

动。现在，湿地公园的环境优美，空气也变得清新宜人。

据山阴县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张
文杰介绍，过去，由于周边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桑

干河湿地面积逐年减少，河道内淤泥越积越多，行洪能
力也日渐下降。然而，这一切在 2011 年迎来了转机，当

地开始大力推进桑干河湿地公园项目的建设。经过不懈

努力，2022 年，桑干河山阴段的湿地公园成功入选国家

级湿地公园的行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黑鹳、白鹳、

遗鸥等十多种珍稀野生候鸟的家园。

“桑干河引黄生态补水工程连续 8 年向北京永定河

补水 14.4 亿方。”万家寨引黄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朔州分

公司副总经理李继平介绍，桑干河是永定河的重要源

头。2017 年，七里河引黄北干 1 号洞出口至刘家口段河
道应急疏浚整治工程正式实施。当年，滔滔黄河水通过

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 1 号隧洞，经过太平窑水库，流

入桑干河，最终为永定河进行补水。

自 2022 年起，朔州市开启了持续的桑干河清河行

动。截至目前，共计清理淤泥、垃圾 522 万立方米，拆除

清理煤场、采石场等 175 处，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 163
个。完成浚河 132.5 公里，沿河两岸植树 23.18 万株。在

统筹修复保护河流、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后，朔州市桑

干河出境水质达到地表水郁类标准。

“现在的桑干河真的太美了，尤其是早晨和傍晚来

河边走一走、看一看，总觉得像是在江南水乡。”刘强是

土生土长的山阴人，现在每到周末，他就会带着孩子和

父母来“打卡”桑干河湿地公园。

冬日的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里处

处洋溢着勃勃生机。汾河水面波光闪烁，一

群群野鸭悠然游弋，它们轻盈地划动着水

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细腻的涟漪。偶尔，几只

水鸟以迅疾之姿掠过水面，瞬间隐没于茂密

的芦苇丛深处，留下一抹灵动与神秘。放眼

望去，整个湿地公园宛如一幅生动绚丽的彩

墨山水画，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与和谐之美。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是山西的母

亲河。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

时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

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

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2018 年，“山西省汾

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入选国家“十三五”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共设置 68 个工程项

目。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项目是重大支

撑性子项目，通过恢复汾河川生态系统、涵

养水源、保护水质、蓄洪调节、改善和保护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等，实现筑牢京津冀乃至华

北平原生态屏障、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汾河川的美丽蝶变，是山西省开展水环

境治理、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

2024 年 10 月，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公布的山水工程第二批 18 个典型案

例中，“山西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项目”

成功入选，成为我省唯一入选者。

水鸟翩跹，提升生物多样性

漫步在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内，汾

河河道蜿蜒曲折，岸线自然优美，水面清澈

明净，景致怡人秀丽。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

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处赏心悦目的休闲胜

地，更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湿地野

生动植物的生息繁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

水好，生态好。汾河静乐段汇入 8 条支

流，被称作“汾河之肾”。“水鸟多不多，是衡

量湿地生态环境好不好的一个重要风向

标。”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服务中心主

任徐文玉说，“我们目前已观测到鸟类 114
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记者了解到，随着河川植被状况和水域

环境的持续改善，丰富了区域生物多样性，

提升了河水洗净功能，深度净化水体，有效

维护了汾河上游生态平衡，减轻汾河中下游

及黄河生态安全保护压力。连续 7 年国考断

面汾河水质稳定达到域类水质标准，2019 年

11 月份，汾河断面出水水质达到 I 类标准，

确保了省城人民饮用水安全，呈现出“汾河

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盛

景，千年古邑焕发出“金鹅泊水，泽被六社”

的山水文化光芒，为静乐绿色发展和全域旅

游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据调查统计，目前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

区域内共有维管束植物 231 种，隶属于 61
科 156 属，野生脊椎动物 26 目 58 科 160
种，鸟类 16 目 41 科 114 种，包括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黑鹳、金雕、褐马鸡 3 种。“现在水

质变好了，鸟也多了，偶尔还会看到狍子，冬

天还有天鹅来过冬呢……”土生土长的湿地

管护员李师傅目睹了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

公园这些年的变迁。时值初冬，随着夕阳西

下，湿地被染成暖黄色，层层叠叠的芦苇随

风摇曳，黑鹳、苍鹭追逐嬉戏、栖息觅食，尽

显浓浓生态画卷。

项目建成以来，区域内水体富营养化现

象基本消除，为鸟类构建了良好的繁衍栖息

生态环境，野生鸟类种群数量明显增加。对

比项目建设前，仅雁鸭类数量就翻了 3 倍，

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稳定增长势头。到 2020
年对比项目建设前，野生植物增加 4 属 15
种，野生动物增加 16 科 51 种。

此外，因地制宜开展植被恢复，提升河

流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在河道内实施了退耕

还湿 500 亩，恢复和重建了水生植被和草

滩，逐渐形成结构完整的植被生态系统，消

除了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等问

题。同时，依据鸟类食性科学布点，保留了 10
余亩可供种植的滩地，以提供鸟类及其他动

物食源地，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如果冬天来汾河川，就能看到在这里

停留的大天鹅，说起天鹅和静乐还特别有渊

源。”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服务中心办

公室主任王煜给记者讲述，静乐又称鹅城，

相传古时境内静游、丰润、步六社、泊水一带

曾为湖泽地带，有金鹅常从湖中飞出，落于

岑山顶歇息，故在此建城。另外，从空中俯

瞰，岑山似鹅头迎立，汾碾两水状若双翼舒

展，整座县城恰如天鹅展翅，故得“鹅城”的

美名。她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静乐人，

我见证了汾河川翻天覆地的变化。汾河静乐

段流量在 2016 年前是 6 立方米/秒，现在是

23 立方米/秒，水量丰起来后，河道治理和湿

地管护成效明显，现在汾河两岸植被更加茂

盛了，各种水鸟畅游汾河，游客也更多了。”

片片湿地，带来生态红利

汾河在变，两岸百姓的生活也在变。顺

河而下，静乐县丰润镇的庆鲁沟村正在加快

建设美丽乡村的步伐。庆鲁沟是汾河静乐段

的一条支流，过去杂草丛生、乱石遍地，自实

施流域生态修复工程以来，不仅为全县整沟

流域综合治理提供了“庆鲁模式”，而且让依

河而生的庆鲁沟村人端起了“生态碗”，吃上

了“旅游饭”。今年 57 岁的王选清有了更多

的想法：“环境变好了，有越来越多的游人来

我们村。我家里现在仅鱼塘和果林收入就比

以前种地翻了好几倍，今年就想着把几间窑

洞都收拾出来，改成农家乐，吸引更多的客

人。”

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形成

了以汾河绿色生态长廊为轴心，辐射带动全

域旅游的汾河旅游板块。全县在汾河沿线的

18 个村庄发展汾河水产、庭院经济，吸引游

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垂钓采摘、休闲观

光，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经济收入，而且还

培育了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使当地产业结

构和居民生活方式得到显著改善，有力地推

动了县域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据统计，累

计有 2000 人次参与项目建设，增加了大量

就业岗位，参与湿地公园巡护管理运营，受

益人口近万人。

“静乐县建设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是

以保护汾河和恢复汾河湿地生态系统、恢复

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目标，建成集湿地

恢复保育、科普宣教、科研监测、湿地游览体

验为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进一步改善汾

河水质，提高人居生活环境质量，为静乐县

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王煜表示，

湿地公园通过护水、治污、增绿、扩湿等措

施，使汾河流域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

公园内涵丰富、功能互补、特色鲜明，是重要

研究基地及科普教育、教学实习的理想场

所，有效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湿地环保知识

和生态环保意识，使湿地保护成为一种全民

的、自觉的行为。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静

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是一处集研学观光

旅游与运动休闲的“绿色天堂”，无论对于

区域内水生态建设，还是城乡品位提升，都

有着很高价值。“公园发挥‘百里汾河川，太

原后花园’的环境地标效应，带动静乐境内

汾河流域综合治理，全局性地优化美化县

域环境，推动生态休闲旅游，带动基础设施

建设、城乡居民就业、服务业链条式增长，

为静乐乡村振兴带来强大助力。”该负责人

表示。

未来，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将通过

持续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建设，不断改善

汾河上游生态环境，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力，让绿水青山真

正产出“金山银山”。

碧波荡漾 美景如画

科学导报讯 为确保太原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

更新成果，更好地指导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

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城镇建设和重大项目准入等工作，

2024 年 12 月 23 日，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与市重大项目衔接专题会，重点

从分区管控更新成果变化情况、科学指导重大项目选址

选线等方面内容，深入开展沟通交流。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更新工作是持续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空间发展布局、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要将生态环境“硬约束”，落实到生态环

境管控单元，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提供有力支撑。完善

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既要有宏观视野，

抓系统、抓战略、抓整体，又要有具体管控要求，抓空间、

抓质量、抓准入。 王家隆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

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

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

姻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沐浴着冬日暖阳，驻足于灵石汾桥，凭

栏远眺，一幅山水相映、碧波荡漾、水鸟翩

跹、景美堤固的绿色画卷徐徐展开，让人沉

醉其中。

清波潋滟满目景，是灵石县做好“水文

章”，保障“一泓清水入黄河”不懈努力的最

好见证。

潺潺汾河水自灵石县桑平峪入境，由北

向南穿城而过，至南关石桥村出境。近年来，

晋中市灵石县大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治理污水、管护河水、利

用好再生水，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

来、风光美起来，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

的护汾之路。

治水有方 让浊流变清波

“一泓清水入黄河”是一项重大的政治

工程、生态工程、发展工程、民生工程。灵石

县既谋当前，更谋长远；既谋局部，也谋全

局，制定“一泓清水入黄河”三年行动方案和

资金筹措方案，成立由县党政主要领导任双

组长的领导组，成立县级“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作专班，精心组织，协同联动，奏响新时代

“黄河大合唱”。

“一泓清水入黄河”，污水处理是关键。

冬日时节，位于翠峰镇玉成村的灵石县

第一污水处理厂高效运转，浑浊的污水经过

多道工序处理后变得清澈透亮。不远处，是

备受人们关注的“一泓清水入黄河”省级工

程———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

“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占地

30 多亩，建设规模为 1 万立方米/天。”灵石

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南区）厂长裴敏热情介

绍着，并指了指厂区的紫外线消毒池，说道：

“通过采用‘紫外线消毒’，以其高效灭菌的

效能，确保水质纯净安全、无化学残留之忧，

为‘一泓清水入黄河’筑起坚实防线。”

灵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

长杨晓煌说道，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人口

增多，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逐

步增加。县委、县政府因时而变、顺势而为，

实施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大幅提升灵

石县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除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灵石县还加

快推进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在农村地区

大力推广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强化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加强对重点涉水企业水环境的监

管力度、搭建水环境自动监测管理平台、持

续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等，确保不让一滴

污水入汾。

护水有力 河畅水清生态美

2024 年 12 月 5 日，汾河干流灵石县

段综合治理工程的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

派繁忙景象。跟随汾河干流灵石县段综合

治理工程监理工程师王江林的脚步，来到

8 标段施工现场，看到合适大小的石料被

施工人员放置在格宾石笼网内整齐砌筑；

行至 9 标段，工程高效完工，水清、河畅、

景美的画卷呈现眼前；走进 10 标段施工

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埋石混凝土挡墙

建设……

王江林介绍道，汾河干流灵石县段综合

治理工程治理范围为两渡镇桑平峪村至南

关镇富家滩，河道治理长度 42 千米。工程主

要内容有滩槽整治、生态修复、新建堤防及

维修加固等。其中，他负责监督索洲桥至南

关镇富家滩段工程的高效推进。汾河干流灵

石县段综合治理工程有效改善河道生态环

境和河流水质，显著提高治理段河道防洪能

力，保护两岸城镇居民安全，对实现“一泓清

水入黄河”、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有着重

要意义。

汾河干流灵石县段综合治理工程的高

效推进，是灵石县奋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

河”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灵石县“一泓清水

入黄河”省、市、县重点工程共 32 项。灵石

县以工程项目实施为牵引，全力抓好汾河

水治理，推动绿色发展、泽润一方、利惠群

众。

为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灵石县加强

入河排污口管理，2024 年 4 月，县政府组织

相关部门开展了一场“徒步排查”行动，深入

汾河灵石段及各支流，排查 821 个入河排污

口，并针对问题排口，制定了“一口一策”方

案。同时，强化河长制巡河制度，积极推进河

道“清四乱”工作。

家住灵石县夏门桥附近的张娴说：“汾

河的变化有目共睹。夏门桥上游治理前的样

子，是河道凌乱、滩地坑洼。现在完全换了模

样，是碧波荡漾、景美堤固。”

兴水有效 点“水”成金产业兴

2024 年 6 月，央广网聚焦灵石县，推出

《灵石“护汾”三部曲》，其中，对灵石县再生

水破解经济发展“水瓶颈”的改革之路进行

报道，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作为山西省重要能源化工基地，灵石县

煤焦、冶金、建材等产业集聚，水资源供需矛

盾突出。如何变“水瓶颈”为“水支撑”“水保

障”，灵石县把目光投向了再生水。再生水是

污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的水，可用

于工业生产、市政绿化。

首开全国再生水水权交易先河，持续完

善交易利用机制；建设完善再生水管网，将

水源输送至生产一线……近年来，灵石县锚

定“全收集、全处理、全利用、全交易”目标，

用“水权”交易这把钥匙，全方位盘活灵石再

生水源，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全面突

破，激活全县高质量发展“满池春水”。

走进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再

生水管道直达生产一线，工业用水随取随

用。在其净水车间，功能强大的净水装置，步

骤齐全的净化流程，让人不禁感叹企业在节

水方面所做的努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再

生水到了净化车间后，经过过滤脱盐，好水

返回到焦炉的冷却系统进行利用，一部分蒸

发掉了，另一部分返回来再经过这个系统过

滤脱盐，再次利用，这样不断循环往复，基本

能够实现零排放。”

除了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山

西聚源煤化、中煤九鑫等企业因为有了再生

水，用水难题不仅得到解决，节水意识也不

断增强，对设备进行升级、开展节水改造，企

业耗水量显著下降，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一泓清水，两岸锦绣。灵石县将坚持以

绿为底，生态作笔，盈山河青绿，厚发展根

基，奋力书写好“一泓清水入黄河”灵石答

卷。 李晓雯

碧波潋滟醉山城
———灵石县奋力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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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霍州分局按照霍州

市委、市政府“冬季行动”部署要求，聚焦断面水质全面

达优目标，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多措并举、进一步加

强对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监管。

一是加强水污染防治设施监管。该分局全面落实领

导班子带队检查常态化，对全市所有涉水企业进行执法

检查，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和频次，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二是开展汾河河道全面巡查。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霍

州分局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及沿河相关乡、镇、街道办开展

“清河行动”，定期清除河道水面漂浮物、生活生产垃圾等

污染物；建立健全入河排污口档案，对超标排放的排污口

进行整改和处罚，确保所有入河排污口达标排放。

三是建立常态化巡河机制。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霍州

分局分管领导对重点河段、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和随

机抽查；加强与沿河乡、镇、街道办沟通协调；积极开展

宣传教育活动，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中来。 邵康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霍州分局

开展水污染防治设施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