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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大地，人勤春早。一项关乎千家万户

饮水安全的民生工程正加速推进。建设 50 个

乡镇级、650 个村级标准化饮用水源地，维修农

村供水工程 1800 处，受益 200 万人，均列入今

年省政府 15 件民生实事。为此，省生态环境厅

近日印发《建设乡镇和村级标准化饮用水源地

办实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具

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这项覆盖全省的民

生工程，从山峁沟壑间的涓涓细流着手，将为

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饮水安全有保障主要

是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统筹研究解决饮水

安全问题。近年来，《山西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

展规划》《关于推进全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先后印发，着力推进全省农村供

水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4 年年底，我省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98%，农村供水规模化率提升

近 13 个百分点，达到 50.8%，高质量工程体系、

高水平管护机制、高标准水质保障、高效率应

急响应的农村供水管护体系基本建立。

同时也要看到，受地形地貌条件和资源型缺水等影响，

相对于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以及群众

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我省农村供水还存在水源性和工程性

缺水并存、区域水质有风险、管理水平不高等短板弱项，亟待

进一步提档升级，持续推动农村饮水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优不优”转变，让放心水流入更多农家。

找准痛点，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长期以来，乡村饮水

安全面临双重困境：水源层面，浅层地下水与山泉水易受污

染；管理层面，防护设施存在重建轻管现象。此次标准化饮用

水源地建设精准施策：设立界标，标识保护区范围；对危化品

运输车辆实施禁行、限行管控，利用生物隔离，设置物理屏

障，消除水源环境污染隐患；同步建立“建管养”动态维护机

制，确保防护设施“建得成、用得好”。

系统施策，织密立体防护网络。细读建设方案，可见治理智

慧层层浸润。从界标警示牌的“立规矩”，到防撞护栏、应急池的

“筑防线”，再到生态隔离带的“添绿意”，三级防护体系环环相扣。

以水为脉，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在吕梁山腹地，新建的

隔离网外，连片的沙棘林守护着汩汩清泉；在晋北高原上，应

急池与生态缓冲带的结合，既化解了突发污染风险，又为野

生动植物留出栖息空间……当标准化建设与生态修复同频

共振，水源地便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随着城乡供水一

体化推进，清洁水源催生的特色种植、生态旅游等新业态，也

将为乡村振兴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部门还将积极开展饮用水源保

护区环境污染问题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实施清单

化管理，加快水源一级保护区（重点监管区）内垃圾、排污口、

畜禽养殖清理，综合采取“控源、治污、清理”等措施，消除环

境污染隐患。通过源头管控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系统性解决

水源地周边环境风险，为保障水质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潺潺碧波穿山峁，汩汩清泉沁民心。700 处标准化饮用水

源地如同镶嵌在三晋大地上的明珠，串联起民生改善与高质

量发展的双重命题。让三晋水源更清澈，守护的不仅是润泽

万家的涓滴清流，更是乡村振兴的绿色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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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绿降碳协同 厚植生态底色

科学导报讯 深渊水深超过 6000 米，是地球上最少被探

索的极端环境。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的马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

研究计划，依托“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及深海生命研究领域

自主可控的软硬件体系，阐述了深渊生命独特的生存策略，并

揭示了深渊生命成为人类资源宝库的无限可能。

研究团队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多次深入深渊海

底探索，发现深渊微生物在最深海域超高静水压下的异常繁

盛，揭示了深渊的两种代表性宏生物与深渊微生物之间存在

趋同的适应机制，从而串联起独特的深渊生态系统，描绘了首

个海洋最深生态系统的图景。 陈怡 王晓樱

我科学家描绘出

首个海洋最深生态系统图

“推动山西沿黄地区在保护中开发、

开发中保护”“让一泓清水入黄河”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山西的殷殷嘱托。近年来，我

省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

求，始终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完善推进

战略落实的规划政策体系，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青山作肌碧水为脉的三

晋大地绿意在城乡间荡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生态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作为黄河

中游重要省份，山西将立足厚植高质量发

展绿色底色，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深化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构建空间布局美、生态和谐美、绿色发展

美的大美山西，让黄河在山西迸发出强劲

生命力。

抓住关键

全流域统筹治理保护

我省素有“华北水塔”之称，是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的重要战区，是拱卫京津

冀和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动“三北”工程

标志性战役取得重要成果。

“每天清晨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对面

文峪河静静流淌，蓝天、白云、绿树、碧水

交相辉映，美不胜收。”除了赏美景，文水

县市民张宏飞最喜欢的就是傍晚在滨河

公园漫步，享受闲暇时光。良好的生态环

境，来自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和最有力的治

理措施。

近年来，我省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

任双组长的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山西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等，形

成以 1 个总规划为统领，21 个区域规划

和专项规划为支撑，30 个配套政策文件

为保障的规划政策体系，构建起推动战略

落实的“四梁八柱”。我省对流域生态的

治理保护有了自己的“立体”表达。

筑牢绿色屏障。我省始终坚持把生

态建设、水土保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协调推进流

经县、流域区、全省域修复治理，统筹布局

国土绿化、小流域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等

项目，全力提升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承

载力。“十四五”以来流域内累计完成营造

林 1341.37 万 亩 ， 草 原 修 复 和 改 良

234.915 万亩。平朔煤矿生态修复、静乐汾

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成为全国典型经

验。

提升生态活力。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推进分

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生态环境管理制

度。强化汾河谷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全

面完成国家下达的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

PM2.5 年均浓度降至 36 微克/立方米，黄河

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一泓清水

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加快建设，国考断

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93.6%，汾河入黄口

断面水质首次达到优良标准。

同时，我省深入落实晋陕两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合力推进晋陕大峡谷保护治理等重

点工作。晋陕蒙三省区签署黄河流域（晋

陕蒙段）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建立起“保护

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

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青山不语花含笑，绿水无声鸟作歌。

绿色已成为山西最鲜明的底色。我省将全

面落实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重大任务，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黄河保护治

理走深走实。

依托专业

全系统绿色低碳发展

近日，《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

录（第五批）》印发，我省 8 个应用相关技

术的项目成为典型项目。据悉，仅稷山县

秦晋电力铁合金有限公司农林生物质热

电联产项目一项，系统运行后，年碳减排

核算量可达 2.58 万吨 CO2。
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顺之

者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营造绿色低

碳产业健康发展生态。

这对于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来说，影响很深远。作为吕梁市氢能产业

链和煤成气产业链“链主”企业，该公司通

过先进的提氦制氢工艺，不断延伸煤成气

产业链条。“公司的天然气液化提氦制氢

项目通过浓缩分离技术，在把原料天然气

‘吃干榨净’的同时，达到零碳排放目标，

实现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相统一。”公司

生产副部长刘凯璐介绍。

我省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协同推进传统能

源和新能源发展，统筹抓好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和“绿色能源+”大文章，煤炭、焦化

先进产能占比分别达到 83%、100%，智能

化煤矿达到 268 座，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

机占比突破 50%。重点打造的 16 条省级

产业链、18 个省级特色专业镇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 16.2%和 13.9%，传统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不断提升。

芮城县坚持生态优先，依托中条山

荒山坡地优势和丰富的光照条件，大力

发展绿色清洁新能源，形成了以风、光、

生物质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发电的新格

局，有效减少煤炭等发电比重，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

稳步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我省高

水平打造“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高速

飞车、8 英寸碳化硅长晶炉等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在晋中吉利远程

醇氢重卡生产基地，一辆辆刚刚下线的

醇氢重卡驶向加注站，在试车跑道上开

行 30 公里，试验、检测合格后，将发往全

国各地。

我省发挥气候投融资试点政策作用，

为实现“双碳”目标注能。长治市深化减污

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城市建设，扎实开展气

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入选全国产融合作试

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绿色

贷款余额达 200 多亿元。

今后几年，我省将聚焦推进产业结构

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

要求，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优化

调整，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紧盯特色

全方位提升幸福质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绿色消费激

励机制，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

（下转 A2 版）

———我省扎实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春回大地，万象焕新。3 月
10 日，山西太原汾河景区柴村
桥段的“鱼鳞叠瀑”景观流水潺
潺，游客们纷纷驻足欣赏游玩，
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画卷。它不仅是防洪小
能手，在雨季来临时默默守护，
开闸泄洪，还兼顾了河道汾水
景观和公园交通，展现着不为
人知的力量。

姻 科学导报记者杨凯飞摄

赏“鱼鳞叠瀑”
品 宝 藏 景 观

视觉生态K shijue shengtai

太原市汾河两岸景色（无人机照片）。姻 曹阳摄

创新前沿K chuangxin qianyan

第五批国家重点推广

的低碳技术目录印发
科学导报讯 近日，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国家重点推

广的低碳技术目录（第五批）》。该目录共有 103 项技术，既有

前沿性、降碳潜力大的“示范类技术”，又有相对成熟、适合规

模化应用的“推广类技术”，其中，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类技术

20 项，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重点领域降碳类技术 59 项，

数智赋能类技术 14 项，非二氧化碳减排类技术 7 项，储碳固

碳类技术 3 项，对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双

碳”目标和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李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