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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24 年太原市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古

交市 10 处“口袋公园”近期建成并投入使用。

近年来，太原市对建设“口袋公园”出台了

相关规定，如新建单位、居住区等要规划布局

社区公园，充分利用道路两侧、城市角落、拆迁

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裸露土地等

零散地块，因地制宜建设“口袋公园”，不仅提

高了城市绿化率，减少了城市污染，更重要的

是为居民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城市规划时表示：

网上有人给我建议，应多给城市留点“没用的地

方”，我想就是应多留点绿地和空间给老百姓。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城

市生态环境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

下，“口袋公园”由于占地面积小，空间资源利

用率高的优势，应运而生，成为必不可少的重

要绿色空间。

“口袋公园”是指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

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

场地，如小型绿地、小公园、街心花园、社区小型

运动场所等，属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

“口袋公园”本意是指建立散布在高密度

城市中心区的呈斑块状分布的小公园。“口袋公

园”具有选址灵活、面积小、离散性分布的特点，

对于高楼林立的城市而言犹如沙漠中的绿洲，

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高密度城市居民对公园的需求。

202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推动“口袋公园”

建设的通知》，各地“口袋公园”建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北

京市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在

百姓身边“见缝插绿”建小公园，并栽植玉兰、石榴、柿子树

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一见青芯”袖珍公园

建设行动，优化城市绿地布局，打造城市小微绿地品牌；四川

省利用“金边银角”,建设多处一万平方米以下的“口袋公园”

和 400 平方米以下的“邮票绿地”……

据住建部统计，目前全国已建设和改造“口袋公园”4 万

多个、城市绿道 10 万多公里，为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游憩、运

动健身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活动场所，不仅改善了城市的生态

环境，同时提高了城市素质。

“口袋公园”虽小而意义重大，其以规模小及多样化的特

征，成为城市治理的“新名片”，见证着城市的生态温度，为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增添了一片绿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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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国家认监委近日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

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并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系统性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文

件，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构建全国统一的产品碳标识认证制

度工作取得关键突破。

本次发布的《规则》是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活动的

重要技术文件，明确了认证的适用范围、认证模式、认证程

序、认证证书与标识及能力要求等内容，对于规范开展产品

碳足迹标识认证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规则》，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以绿色为主，通过“脚

印”图形展示“碳足迹”概念，以阿拉伯数字格式披露产品碳

足迹量化结果，标识下方附二维码，通过链接提供详细产品认

证信息。

建立实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对于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意义重大。通过对产品碳足迹的严

格核算与认证，能够有力引导企业强化节能减排意识，推动

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显著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从

而为我国产业绿色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尚玉

我国首个系统性产品

碳标识认证制度文件发布

3 月 20 日，汾河边远远
传来“啾啾”的鸣叫声，红嘴
鸥又回来了。游客们驻足观
赏，红嘴鸥群飞与波光粼粼
的汾河水相得益彰，置身于
一幅绝美的画卷之中。随着
生态环境的改善，汾河景区
已成为众多候鸟迁徙途中的

“驿站”，野生鸟类的频频光
临，也是太原水域环境改善
的实证。
姻 科学导报记者杨凯飞摄

红嘴鸥归来

视觉生态K shijue shengtai

创新前沿K chuangxin qianyan

阳春三月，三晋大地生机盎然，全省各

地水利工程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山

西省以构建现代水网体系为牵引，在政策

保障、智慧灌溉、民生水利等领域持续发

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水动能。

政策护航 激活水利建设新引擎

春节后第一周，省水利厅迅速召开落

实省委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行动暨重

点水利工程推进会，向全省水利系统干部

职工发出“开春即开工”总动员令，各大水

利工程项目聚焦重点、提前谋划，迅速掀起

水利建设新高潮。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省级重点水利工

程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要作

用，省水利厅印发《2025 年省级重点水利

工程推进实施方案》，围绕加快实施省级重

点水利项目中心任务，扎实开展项目建设

“提效、护航、优服、攻坚”四大行动，进一步

推动工程及早建成达效。

2025 年山西省省级重点水利工程共

47 项，全年计划完成投资 124 亿元，较去

年增长 18%。据介绍，山西省将聚焦全力治

水、兴水、节水目标，坚持“四水四定”原则，

着力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涵盖水资源配置、

水旱灾害防御、农村供水保障、新建续建灌

区、河湖泉域复苏、生态水保治理、地下水

超采治理等多个领域。

3 月 14 日，山西省发布重大项目涉水

要素保障措施，全方位推动狠抓要素保障、

全周期发力提升服务质量、全流程提速提

高审批效能，对区域内重大项目统筹谋划，

设立省、市、县三级和审批、水利两部门涉

水要素保障联合专班，聚焦项目难点、堵点

和关键点，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一

系列举措有力助推各大重点水利项目高效

落地。

智慧灌溉 赋能现代农业新升级

眼下，正是春浇春灌的关键期，山西省

大中型灌区陆续开闸春灌。从农田灌溉自

动化到灌溉方式高效化，再到用水计量精

准化管理，各大灌区依托数字孪生灌区建

设，强化新装备、新技术应用，让灌溉更智

慧、更高效。

汾河灌区是山西省最大的自流灌区，

承担着太原、晋中、吕梁 3 市 7 县（市）49
个乡 （镇）693.13 平方千米农田的灌溉任

务。截至目前，该灌区已引水 4200 万立方

米，灌溉面积达 186.67 平方千米。据介绍，

和过去大畦块灌溉不同，今年，该灌区大力

推广小畦块灌溉，通过缩小灌溉单元，一方

面，使水流推进速度加快，在较短时间内就

能完成灌溉，既减少深层渗漏造成的浪费，

又确保每株作物根系均匀吸水；另一方面，

由于小畦块面积小，水流分布更均匀，能更

好地保证每个区域的作物都得到适量的水

分，避免了因局部灌溉过量而造成的水资

源浪费。

“目前，汾河灌区共安装测控一体化闸

门 119 套，实现了斗口以上全部精确计量、

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推动传统灌溉向高

效节水灌溉转变。”汾河灌区汾东供水管理

中心负责人李国元说。

此外，在晋中市潇河灌区的田间，随处

可见扛着铁锹的农民正在忙碌，汩汩清流

顺着渠道流入农田……连日来，潇河流域

管理中心组织人员对灌区的渠道工程建

筑、供水排水设施、机电启闭设备进行全面

检查，为确保春灌安全输水做好基础性工

作。同时，该中心积极主动加强与灌区用水

户的沟通联系，组织工作人员调查摸底，及

时掌握灌区的待灌面积和用水需求，编制

《2025 年度抗旱春浇灌溉用水工作方案》，

及时跟进抗旱灌溉用水服务，全力以赴抓

好抗旱春浇工作。 （下转 A2 版）

大力实施兴水工程 持续激活发展动能
———山西省构建现代水网体系纪略

姻 刘迎春

白永生：龙泉沟里的绿植人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马骏 通讯员 梁昕

3 月 17 日，位于阳泉市郊区旧街乡保

安村的市旧街龙泉林业专业合作社的苗圃

里，一片繁忙景象。合作社负责人白永生正

带领一群工人，对苗圃场地进行平整和垫

高作业。原本高低起伏的地块在工人们的

劳作下，被修整得越发平坦。白永生在一旁

密切关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后续

种植工作的环节。“我们已经干一个星期

了，目前场地已基本垫平，后续就可以种苗

了。”白永生停下手中的活，擦了擦额头的

汗水说。

1978 年出生的白永生是郊区旧街乡

保安村村民。23 年来，他扎根龙泉沟，承包

荒山、成立协会、组建农民合作社，用实际

行动将昔日的荒山变成了如今的“绿洲”。

2002 年，退伍返乡的白永生毅然跟随

父亲白计昌投身荒山治理。那时的龙泉沟，

一片荒凉，山峦叠嶂、石多土少，造林条件

异常艰苦。面对机械设施不完善、资金短缺

等困难，白永生没有退缩，凭借军人的坚韧

和执着，他带领村民用摩托车拉物资、开山

炸石修路、手抬肩挑运水，开启了艰难的造

林之旅。

为了全身心投入造林，白永生干脆吃

住在山里，与孤独和艰苦为伴。二十年如一

日，始终坚守在造林绿化第一线。在他的不

懈努力下，龙泉沟渐渐披上“绿装”。此外，

他深知预防山区火灾的重要性，凭借多年

积累的丰富经验，带领大家修建了长达 20
千米的防火隔离带，为龙泉沟的森林资源

提供了坚实保障。

如今，龙泉沟绿色生态园植被覆盖率达

85%，周边 3.33 多平方千米荒山也披上了

“绿装”。白永生不仅带领村民种植了侧柏、

油松等树木，还引进了樱桃、玉露香梨、山

桃、山杏、连翘等经济作物，丰富了植被种

类。龙泉沟生态园也建成了集户外拓展、水果

采摘、休闲垂钓、农家食宿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景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随着绿化事业的稳步推进，白永生意

识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

2011 年 12 月，他成立了市旧街龙泉林业

专业合作社，专注于苗木的种植和销售。他

利用土地流转机制，建设育苗基地，带动了

郊区旧街乡 20 多户农民参与苗木种植。为

了提升种植技术，他积极外出学习，向林业

部门专家请教技术问题，逐渐有了一套科

学的培植和管护方法，合作社所供苗木成

活率在 90豫以上。

多年来，白永生的努力得到了广泛认

可，获得了诸多荣誉。2024 年，凭借在绿化

事业中的突出贡献，白永生被山西省绿化

委员会、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

予“山西省绿化奖章”。

通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白永生带领

的合作社目前累计绿化面积达 13.33 平方

千米，为保安村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带来

巨大的变化。白永生表示：“绿化事业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不会停下前进的

脚步。我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

以‘多育树、多种树、种好树、护好树’为宗

旨，继续扩大绿化面积，提升绿化质量，带

领大家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让绿水

青山成为保安村的底色。”

科学导报讯 近日，省财政厅传来消息，省财政今年共安

排资金 78.7 亿元投向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其中，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方面安排

27.6 亿元，大力推动黄河保护治理走深走实，大幅提升华北地

区水源涵养地生态功能，协同筑牢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生态安

全屏障。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方面安排 41.9 亿元，持

续支持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巩固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果，重点支持“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省级保障责任

全部履行到位，着力提升汾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全方位筑牢美

丽山西的绿色屏障。自然资源勘查利用方面安排 9.2 亿元，着

力加强新一轮地质勘查，进一步探明省内矿产资源储量，为加

强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提供资金支持。 任志霞

山西安排 78.7 亿元资金

促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白永生察看山杏长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