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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逐绿而行 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 山西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美丽山西建设为统

领，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足基本绿化，把握减污降碳总要求，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山清水秀、鸟鸣鱼戏、天蓝地净的山西画卷日渐浓墨重彩。

以“绿”为笔

绘就生态秀美画卷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金岗岭，吕梁

林局屯里林场管护员朱建华早已开启

一天的巡山之旅。 沿着林间蜿蜒陡峭的

小路，跨过一道道山梁河谷，朱建华登

上金岗岭山顶，一望无际的松林翠绿挺

拔，连绵不绝的山峰层峦叠嶂。“在林局

34 年， 我见证了这片荒山披上绿装，汇

成林海。 ”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山西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

位，以科学绿化为遵循，以科技创新为

支撑，以发挥“四库”功能为方向，推进

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全力构建生态大动脉，提升全省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承载力。

“两山碧”夯实生态基石。山西省印

发《关于开展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出

台《山西省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

指导方案》、实施《山西省“十四五”“两

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等，进一步细化

了治理举措，提升了全省科学推进生态

建设管理水平。 启动实施太行山吕梁山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围绕

“四大重点区域” 开展林草生态建设，

2013 年—2022 年 累 计 完 成 营 造 林

4715.75 万亩，黄河流域内的晋西北风沙

区建成了百万亩连片人工林基地，全省

森林面积、覆盖率、蓄积量稳步增长，绿

色版图的森林资源更为丰盈。

“七河水”日益清澈秀美。山西省把

以汾河流域为重点的河湖生态治理作

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从流域系统性和生态整

体性出发，坚持“一河一策”“一断面一

策”，出台《山西省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黄河流域

（山西） 水生态环境建设规划（2022—

2025 年）》，实施“七河”“五湖”生态保护

修复，强化重要河湖水域岸线的生态空

间管控。 2022 年，全省 94 个地表水国考

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 81 个， 优良水体

比例跃升至 87.1%， 改善幅度位于全国

前列，河湖治理进入全流域、全方位、全

系统修复治理的新阶段。

“三晋蓝”铺展幸福底色。山西省坚

持污染减排与生态扩容同步发力，紧盯

“蓝天常驻”目标，开展重点行业污染深

度治理，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开展

锅炉综合整治“回头看”，推进燃煤 、燃

气、 生物质等锅炉全面稳定达标排放；

强化应急减排措施清单化管理，持续推

进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支持重点行业企

业创 A。 今年 1 月—6 月，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4.70， 同比下降

2.1%，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省市中

排名第一。

以“绿”为纲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雨后的蒲县黑龙关镇中垛村附近

山峦叠嶂，云雾缭绕，山川、农田、村庄、

河流相映成趣，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动画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提

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省以生态省建设

为抓手，按照“保护发展并重，坚守生态

底线”原则 ，推动建设美丽山西。 划定

3.41 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依

法保护、系统保护、重点保护，着力筑牢

生态保护根基。

完善法律法规加大保护力度。 颁布

《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

《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山西省森林公

园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全省 5100

多万亩永久性公益林得到立法保护，其

中经济林发展条例和禁牧轮牧休牧条

例为全国首发。 出台《山西省汾河流域

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山西省汾河保

护条例》《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修

正）》《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修

订）》等，将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上

升到法律保护层面 ，确保实现“一泓清

水入黄河”。

推进“三长”协作提升保护精度。 强

化“三长”制全局性牵引性作用，列出任

务清单，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

推动网格化源头治理，将资源保护发展

重点向基层前移、向源头转移，让“长”

的作用日益凸显 、“制 ” 的效能充分释

放。 同时，以深化河湖长制林长制协作、

健全完善跨流域跨区域河湖长林长协

作机制为抓手，建立河湖长制林长制联

席会议制度，创新“河湖长 + 林长 +”机

制，推动河湖林草共建共治，形成强大

保护合力。

建立保护地体系强化保护广度。 完

善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优化生态

空间和保护格局， 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以旗舰物种

及珍稀濒危物种为重点强化栖息地和原

生境修复，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强化

监督专项行动，提升生态保护成效。 88%

的野生动物种群和高等植物群落得到有

效保护，30 余种植物、17 种鸟类在山西省

有了新分布和新纪录， 珍稀濒危物种分

布区域不断扩大，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近日， 孝义国有林场红外摄像机视

频里一只成年华北豹和两只亚成年豹

同框出现，饮水、上山，30 分钟的视频 3

只华北豹都很悠闲。 这是孝义市第一次

拍摄到野生华北豹成群活动，它的出没

意味着当地的生态系统完整。 目前，山

西省华北豹数量明显增加，成为全国分

布最多的省份。

以“绿”为擎

注入生态发展动力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山西省锚定富

绿同兴，多渠道创造生态产品 ，多角度

探索生态经济转化模式，建立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以绿增景、用绿增产、靠

绿增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逐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互促

共荣，打造了富民增收的绿色引擎。

灼灼荷花瑞， 亭亭出水中。 8 月 8

日，永济市首届黄河滩荷花节暨黄河文

化风情游活动在韩阳镇夏阳村开幕。 游

客无不赞叹万亩荷塘的清丽雅致。“我

们这里有竹林、荷花，还有水稻和芦笋。

我们要依托独特的自然优势和丰富资

源，把韩阳打造成黄河岸边的小江南。 ”

韩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斌说。

以产业加速“两山”转化。 目前全省

干果经济林面积 1964 万亩，总产量达到

22.4 亿公斤，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 重点打造山西（吕梁）干果商贸平

台，善融商务平台山西林特产品馆 2023

年上半年交易量居全国第一。“我们从

事林下食用菌产业， 这几年发展起 150

多个大棚 ， 带动了 500 多名村民增收

600 多万元。 ”翼城县伟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侯东升介绍。

森林康养发展势头良好。 启动国家

森林康养试点 98 家， 打造森林体验基

地、 养生基地、 慢生活休闲体验区 33

处，举办首届山西省森林旅游节 ，推动

森林康养、自然教育和森林体验等项目

落地，以森林旅游康养拓宽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换通道。 全省林草产值由

2012 年的 311 亿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610

多亿元，增长 96%。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探索资源型省

份全省域森林碳汇开发机制，充分释放

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 ； 严格落实能耗

“双控”，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产业，

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有序实施

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引导各类资源

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提升生态碳

汇能力， 优化配置碳排放空间资源，在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中，山西省

履约率达 99.6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目前，山西省森林抚育碳汇项目已完成

第三方审定，待国家正式开启交易市场

后即可交易， 首期交易量预计可达 260

万吨。 目前山西省已开始推进全国碳市

场第二个履约周期配额清缴工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逐绿而行的

山西正按照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

图， 协同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高品质提升，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山西，绿色发展，潜力无限。

（张丽媛）

汾河。 资料图片

太原西山万亩生态园。 资料图片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