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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干流山西段总长 965 公里，流域涉及山西省 11 市、86 个县（市、区），面积 11.46 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73.1%，汾河、沁河、涑水河等是重要的入黄支流。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千百年来，黄河日夜奔流，或一泻千里气象万千，或穿原入谷浩浩荡荡，滋养着

华夏大地。

在新时代， 山西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锚定创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目标， 深入打好黄河生态

保护治理攻坚战，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2022 年，山西省黄河流域 59 个国考断面中，58 个断面参与评价，优良水

体比例 82.8%， 同比提升 16.7 个百分点。 黄河干流 8 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优良水质， 其中Ⅱ类及以上水质断面比例

87.5%，同比提升 12.5 个百分点。

奏响新时代黄河澎湃乐章

摸底溯源治理攻坚， 稳步

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

入河排污口是严控污染物进入黄河

的最后一关，2020 年， 山西省全面启动

汾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 作为黄

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大基

础性工作， 只有全面摸清排污口底数，

真正了解突出排污问题和薄弱环节，才

能开展精准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

不断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通过

此次排查，山西省生态环境部门发现问

题并及时处理，为黄河流域水环境质量

改善奠定了基础。

今年 3 月中旬，生态环境部又启动

了黄河干流中下游及部分支流入河排

污口排查工作。 作为此次专项排查工作

试点，运城市按照部署，采取“查、测、

溯、治”并举的办法，进行拉网式排查，

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技

控室主任谢晋带队协助此次排查工作。

谢晋介绍，排查中，他们采取徒步巡河

等形式，配合生态环境部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定位、拍照录像，然后溯源排污主

体，并根据此前黄河运城段摸底掌握的

904 个排污口进行现场核查。

除了摸清底数，对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做到心中有数，近年来，运城市还积

极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不断提升污水

处理能力，从根源上解决黄河流域水污

染问题。

离河津市阳村街道苍头村污水处

理站一公里远的地方， 便是黄河。 自

2020 年苍头村的污水处理站建成后，不

仅解决了村里污水横流的问题，也彻底

消除了污水直排黄河湿地的顽疾。 采访

中， 村民纷纷说：“污水处理站建成后，

村里环境大为改观，也为我们彻底改变

乡村面貌带来了信心。 ”据悉 ，河津市

作为山西 省 农 村 污 水 综 合 处 理 试 点

县（市），先后投资 5 亿元，全面铺开农

村生活污水综合利用工程，基本实现了

94 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李婕介

绍，近年来，山西省不断深化地表水污

染治理， 在 2020 年、2021 年排查整治入

河排污口的基础上，2022 年又组织开展

了入河排污口“再排查、再整治”工作，

全面加强和规范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强化水污染物入河管控。 研究制定《“一

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谋划十大重

点工程，推动到 2025 年汾河流域国考断

面全面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逐步稳定

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修复治污同步发力， 生态

脆弱区变为绿色屏障

黄河入晋后的第一地是忻州市偏

关县，该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 ，当地

百姓的记忆无一不跟风沙有关系。 在偏

关县老牛湾开农家乐的李浩敏是偏关

本地人，他说：“以前风沙一起，遮天蔽

日，人们都躲在家不敢出门，白天屋里

都是黑的。 ”多年来，偏关县积极“造

绿”，加速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吕梁山

生态脆弱区治理等项目，如今林地面积

已达 121.2 万亩，绿化率达到了 40%。 偏

关成为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的生动写照。

山西省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

“两山七河一流域”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为牵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 2022 年

底， 全省水土保持率达到 63%， 同比提

升 1 个百分点。 以“两山”工程为引领，

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十四五”以

来，2021 年、2022 年每年完成营造林 500

万亩以上，黄河流域正从生态脆弱区变

为绿色屏障，护卫表里山河一片锦绣。

一手抓流域污染治理，一手抓生态

保护和修复。 李婕介绍，省生态环境厅

率先在山西省黄河流域开展城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潜流湿地建设，截

至目前， 已建成尾水人工潜流湿地 40

座，湿地面积合计 1683 公顷，实现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浓

度达地表水Ⅲ类水质。 不断深化太原及

周边“1+30”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

制，开展黄河流域“清废行动”，积极推

进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污染状况调

查评价。 强化生态文明创建示范引领作

用，2022 年， 山西省黄河流域 3 个县区

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

个县区荣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首次启动省级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 黄河流域共有 9

个县区被命名为第一批省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生态保护不断

推进。 数据显示，2022 年， 黄河流域 86

个县（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4.34， 同比下降 4.0%，PM2.5 平均浓度

为 36 微克 / 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平均

为 77.9%。

岸绿景美人水和谐， 再现

黄河岸畔秀丽风光

春回大地，水暖鸭知。 4 月的河曲县

黄河岸畔，成群的野鸭聚集在黄河沿线

的湿地公园里，嬉戏玩耍，振翅欲飞。 近

年来， 随着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河

曲县黄河河道岸畔湿地资源得到有效

保护，每到冬季 ，飞抵河曲县黄河湿地

公园越冬的白鹭、黑鹳、野鸭络绎不绝，

成为当地亮丽的风景。

河曲县黄河湿地公园位于县城西

北部，沿黄河蜿蜒的河道而建。 随着公

园绿化不断提升和生态修复项目的逐

步推进，岸绿景美 ，人水和谐 ，洋洋春

日，一派大好风光。

4 月 1 日一大早，除了工作人员在

清扫收拾 ， 还有不少市民在公园里晨

练， 一些书法爱好者还结伴练习地书。

园内新铺设的道路整洁干净，步行道周

围百花绽放，姿态各异的绿植让人心旷

神怡，倍感舒适惬意。 路边各处还竖着

宣传牌，向来游玩的人们科普着当地野

生动植物资源和湿地生态保护知识。 据

悉， 该湿地公园目前有 100 多种野生动

物，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2 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12 种、省重点保

护动物 50 多种、鱼类 20 多种，还有 160

多种野生植物。 公园也成为当地百姓休

闲娱乐的首选。

如今，在黄河岸畔，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正成为常态，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提升为

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态幸福感。

偏关老牛湾， 蓝天与碧水一色，涛

声与鸟语和鸣 ，像李浩敏一样 ，许多人

看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办起了农家乐，

吃上了“生态饭”；万荣庙前，汾黄相汇，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边的壮丽景色一览

无余，庙前新村的老人们看着远去的河

水笑容满面。

黄河之水从遥远山巅呼啸而来，九

曲回荡涛走云飞，守护传承着华夏民族

的根脉 ， 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

前。 在新时代，三晋儿女将继续承担好

保护黄河的使命任务，认真实施黄河保

护法，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全流

域治理统筹起来，扎实推进“一泓清水

入黄河”重大工程 ，推动转型节能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 ，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

唱”的澎湃乐章。

（程国媛）

黄河偏关老牛湾。 资料图片

河曲县黄河湿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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