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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凤瑞，

副市长孟维君， 山西财经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米子川，市政协二级巡视员

李安云，阳高县委书记王崇虎，县委副

书记、县长谢云，山西财经大学国内交

流合作部部长董军伟等出席会议。 县领

导韩翔、张进才、兰学欣、宋桂珍、冀雪

俊、任雪峰、贾珂、张国梅出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日祥、陈发虎，南

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教授杨保， 北京

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张建军，生

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管理与政

策研究所所长董战峰， 北京大学教授窦

文章，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解伟，南

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马晓龙，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谭明，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程琨，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正高工程师刘宪春，

山西农业大学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正高

级工程师王志坚， 山西省水土保持协会

会长卫正新， 山西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

长樊文彬， 山西省水利发展中心部副部

长兰跃东，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院长刘奋武，太原师范学院教授牛俊杰，

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王国

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苏志珠，

山西财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书记李留

海、院长班凤梅，博雅学院院长程占红等

作主旨报告或参加研讨。

大同市政府副市长孟维君在致辞

中指出，在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奋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际，我

们齐聚在这里， 隆重召开 2023�年大泉

山水土保持学术研讨会，这既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重要指示的有力举措 , 也是推动

大同生态文明建设的务实行动。 大同地

处黄土高原，干旱少雨、生态脆弱。 长期

以来 ,大同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水

土保持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 把水土流失

治理作为全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举措， 坚持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梁

沟坡峁川立体开发，深入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

二期、晋北高原风沙源综合治理和一批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大同水土

流失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大同蓝、

大同清、大同绿”基础更加扎实，美丽大

同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阳高县大泉山首

创了“挖鱼鳞坑、修水平阶、筑沟边埂、

筑沟头埂、打土谷坊、建排水渠、挖澄沙

池、建蓄水池”水土流失治理的“八连环

工程”，历届县委、县政府赓续“八环”首

创精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如今的大泉山享誉全国，已

成为国家 3A�级生态旅游区和山西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 热切

期盼全国水保治理研究领域的知名专

家学者能够聚焦主题畅所欲言，深入交

流，共同探讨水保治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路径举措 , 延伸丰富大泉山水保治理经

验内涵，为大同市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更

多真知灼见。

山西财经大学党委常委 、 副校长

米子川表示 ， 山西 财 经 大 学 初 建 于

1951 年 ， 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批财经

高校。经过 70 多年的建设，现设有应用

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工商管

理 、应用经济、统计学和理论经济学 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18 个博士招生专

业，10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9

个硕士学科研究生招生专业和 57 个本

科专业。 多年来，山西财经大学坚持扎

根山西、 服务山西， 为山西培养人才，

做出贡献。 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中，

山西财经大学为全省的经济发展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山西财经大学与阳高县

委、县政府共同主办水土保持学术研讨

会 ， 希望打造好符 合 山 西 特 色 的 学

科———资源环境学院。 2021 年，该学院

设立了山西财经大学最年轻的一级学

科地理学硕士点。希望未来该学科可以

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也希望各位专家、朋友能够一起为

阳高的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发出

自己的声音 ，希望阳高县委 、县政府始

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坚持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找到适合阳高发展的生命

共同体，把阳高的环境变得更好 ，生态

变得更优美。

中共阳高县委书记王崇虎在致辞

中简要介绍了阳高县情况和大泉山水

土保持治理举措。 他说，大泉山首创治

理荒山保持水土流失“八连环 ”经验是

新中国治理水土流失的一面旗帜 。 阳

高县委、县政府赓续“八环”首创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省

委“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市委“打

造拱卫京津冀生态涵养地 ”要求 ，坚持

不懈推广大泉山水土保持治理经验，久

久为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气质量连

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先后荣获国家水

土保持示范县、 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

中国最美养生休闲旅游名县等荣誉称

号。 下一步，阳高县将以本次学术研讨

会为契机，继续弘扬大泉山水土保持的

首创精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结合市委“实施生

态区域合作行动”， 深化省级低碳县试

点建设，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 、造林地

块补植补造、 土地综合整治等工程，全

力推动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全面加快

生态文明建设，以工作的实际成效为建

设美丽中国做出阳高贡献。

研讨会上，朱日祥 、陈发虎 、张建

军、窦文章、董战峰、解伟、王志坚、王国

华、班凤梅等专家教授围绕黄土高原的

水土保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与

国家实践、加快推进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 、 农食系统转型与可持续发

展、走进水土保持新时代等内容分别作

了主旨报告。 在学术研讨环节，杨保、谭

明、樊文彬、牛俊杰、程占红等专家聚焦

“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和“区域生态高

质量发展” 两个议题进行互动研讨，为

阳高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问诊把

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及建议。 研讨会

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深入大泉山水

土保持“八连环”治理现场、大泉山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进行了实地考察，详细

了解了大泉山“八连环 ”水土流失治理

的经验做法和新时代践行“两山 ”理论

的成果。

会议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的重

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深化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 提高全社会生态

文明意识， 自觉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要

定期举办大泉山水土保持学术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考察调研和学

术交流。 要深化校地合作，充分发挥山西

财经大学高校资源优势和阳高县的特色

优势，推进全方位战略合作，着力在生态

文明建设、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水土保持

工作、文旅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 形成

成果。 要加大大泉山品牌宣传力度，尊重

群众首创精神， 挖掘大泉山水土流失治

理实践中蕴含的科学理念、思想与方法，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切实转化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要充分发挥

专家智慧， 听取专家建议， 形成专家方

案，融入到地方水土保持工作、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助力

阳高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大泉山位于山西省阳高县

大白登镇， 距县城 12.5 公里 ， 总面积

18.37 平方公里。 据史志记载，大泉山又

名白登山，北魏太祖曾在此游猎 ，著名

的“白登之围”就发生在这里。 新中国成

立初， 阳高县大泉山贫困农民张凤林、

高进才带领村民用打沟头埂、 谷坊、挖

鱼鳞坑的办法分散山坡上的雨水，用压

条植树的办法保持水土，展开了规模化

的治山治水， 摸索出了挖坑、 开渠、培

埂、填沟，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等治

理办法，实施了“挖鱼鳞坑、修水平阶、

筑沟边埂、筑沟头埂、打土谷坊、建排水

渠、挖澄沙池、建蓄水池”水土流失治理

的“八连环工程”，形成了一整套治理水

土流失、化害为利的有效措施 ，大泉山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山山和尚

头，谁见谁发愁”的荒山秃岭变成了“树

上收的干鲜水果， 地里种的五谷杂粮，

山里长着桃杏松杨”的花果山。 中国科

学院地理所专家评价为：新中国水土保

持第一山，永不褪色的水保典范，黄土

地上的翡翠明珠，中国水保发祥地。 近

年来，阳高县委 、县政府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赓续首创精神，永葆为民初心，带领

全县人民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持续不

断进行水土保持接力赛 ，2021 年荣获

“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称号。

（周振宇 雷丹丹 文 / 图）

赓续“八环”首创精神 厚植“两山”生态文明

2023 年大泉山水土保持学术研讨会举办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8 月 14—15 日，由山西财经大学、中共阳高县委、阳高县人民政府主办以“赓续‘八环’首创精神 厚植‘两山’生态文

明”为主题的 2023 年大泉山水土保持学术研讨会在大同市举办。 国内知名大学教授、水土保持领域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的负

责人，通过调研考察、主旨报告、学术研讨等方式聚焦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助力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

入研讨、互动交流、献计献策，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深化对国内外科学技术前沿和国家发展大

势的把握，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大众化传播和实践性转化，全力做好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助力阳高高质量发展。

学术研讨会现场

与会专家学者实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