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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阳泉: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追青逐绿”扮靓“高颜值”

五渡湿地公园， 十余只黑鹳时而在

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觅食，尽情享受美

好时光。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 今年夏

天，梁师光用手中的镜头，定格这一美好

的瞬间，记录自然和谐的美丽景象。

黑鹳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 的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地的

环境条件要求特别高。“随着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阳泉迎来越来越多像黑

鹳一样的‘远方的客人’。 ”阳泉市园林

管理处高级兽医师施爱珠说。

生态是最大的优势， 绿色是最美的

底色。

盂县秀水，十里河畔。 沿岸生态公

园绿植满目，市民健身不亦乐乎；廊桥

布局精巧别致，可谓“十步一景”；河水

清澈见底， 岸上清风习习……这是盂县

香河综合治理后的真实写照。 推进太行

山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项目，对自然生

态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大幅提升了阳泉市的森林覆盖率。 荒山

披上了“绿装”、道路围上了“彩带”、村

庄换上了“绿衣”。

在阳煤集团二矿矸山，由于养护到

位，矸山植被长势良好。 曾几何时，这里

还是一片荒芜，雨水冲刷下沟壑纵横。

阳泉郊区西南舁乡西南舁村，昔日

的耐火黏土废弃采场 ，油松 、侧柏等苗

木长势喜人。 为最大限度恢复这片土地

使用功能，郊区自然资源局按照“宜耕

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复垦

耕地 100 余亩、林地 20 余亩、草地 20 余

亩，种植侧柏、油松、紫穗槐等植物 5300

余株。 曾经的耐火黏土废弃采场不仅变

得绿意盎然，还通过土地流转有了经济

效益。

太行山是京津冀和华北平原的天然

屏障，其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京津冀地

区的生态安全。 阳泉市持续推进太行山

生态保护和修复、环京津冀生态屏障建

设、“三北”防护林建设，并实施历史遗

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和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 让一座座青山重披绿，大

地“伤疤”换新颜，全市“绿色版图”持续

扩张。

“两山”转化实现“高价值”

如何才能让绿水青山的“高颜值”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价值”？

盂县泥河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森

林村”。 近年来，泥河人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两

山”转化的解题思路，充分结合自身立

地条件，培育绿色循环产业 ，高质量转

型发展步伐铿锵有力。

泥河名字“土”，其实也是昔日村容

村貌的真实写照。 全村 1000 多口人、人

均 1 亩地，家家户户种玉米 ，春秋一身

土，下雨两脚泥。 2017 年，村里引进种植

公司， 流转村里 1200 多亩土地种植竹

柳。 如今，在泥河村，郁郁葱葱的竹柳林

如同在山间铺展开的一幅清新图画 。

“树干如竹、 枝叶如柳的竹柳成材需要

八九年，是我们增收的希望。 ”在田间忙

活的泥河村村民姜昌营笑着说，“这几

年，我们把土地流转给了公司 ，每年的

流转费和种玉米的收益差不多。 我还在

竹柳种植基地打工，守家在地每年还能

挣 1 万多元。 ”

一棵棵笔直的竹柳树，不仅给村民

带来了点“绿”成金的希望，而且吸引了

一批批游客。 从春到秋，成片的竹柳林

中， 总能看到游客观赏、 拍照的身影。

“竹柳林成了远近闻名的天然氧吧 ，不

少市民前来‘打卡’，还有人在林子里直

播呢。 ”泥河村村民王文平自豪地说。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位于盂县县

城以东约 7 公里的王炭咀村是个普通的

小山村，村名源于盂县方言“无炭咀”，意

思是没有煤炭的小山头。 在煤炭大省，没

有煤炭资源曾限制了王炭咀村的发展，

村里经济一度落后。 但是，资源的缺乏倒

逼王炭咀村人转变思路谋发展， 反而走

出了一条以“美”为媒的发展道路。

初冬时节， 走进王炭咀村的果蔬种

植大棚，游客采摘色泽鲜艳的瓜果；儿童

户外拓展乐园里，孩子们嬉笑追逐；农家

窑洞里，游客或者小憩，或者品尝美味，

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对于游客来说，

王炭咀村的四季有着不同的风景； 对于

村民来说，每天都像生活在画中。

按照生态美、 村容美、 庭院美的标

准，王炭咀村大力实施旧村改造 、绿色

提质、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环境治理等

工程。 村内道路整修、天然气改造、旱厕

改造，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植树种花

提高绿化覆盖率， 实现了四季常绿、满

眼皆景；打造复古灯笼街、新建人工湖、

花海景观，让村中景色美不胜收 ，王炭

咀村实现了旧貌换新颜。

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 、农房变

客房、村民变股东，王炭咀村逐步把“生

态优势”变成“民生福利”。 去年，全村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超 500 万元， 还带动了

许多村民就业增收。“农忙时，采摘园雇

了 20 多名村民工作，人均年收入超 2 万

元，不比在外工作差。 ”王炭咀村果蔬种

植基地负责人石庆忠说。

“双碳”引领增进“高效能”

三峡能源盂县光伏项目场区内，一

排排光伏组件随着地势起伏， 宛如一条

条黑色丝带； 华阳建投阳泉热电低热值

煤热电项目现场，2 台 660MW 超超临界

低热值煤间接空冷发电机组稳定运行，

源源不断生产着稳定的电能；城市中，纯

电公交、纯电出租车、共享单车等遍布大

街小巷，为市民绿色出行提供便利。

作为资源型城市， 在生态修复治理

的同时，阳泉市立足传统能源产业占比

高、工业生产耗能大、各类废物排放多

的现实，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煤电行业是阳泉市电力领域的重点

行业。“双碳”目标下，阳泉市煤电产业

“三改联动”蹄疾步稳，煤电结构持续优

化升级。 阳光电厂 4# 炉完成空预器节

能改造，整体提高了锅炉的效率，年节

约电量 284.9 万千瓦时， 年节约标煤量

约 2150 吨，实现了以技术创新促进节能

减排、挖潜增效。 裕光煤电盂县 2×100

万千瓦发电项目双机投产发电、华阳建

投阳泉热电 2×66 万千瓦低热值煤热电

项目投入运营，为全市煤电产业增添新

动能。 上半年，全市火电发电量为 132.6

亿千瓦时， 较去年同期增加 22.74 亿千

瓦时，增幅 20.7%。

盂县晋阳光伏区内， 一台台设备有

序运转。 曾经这里是一片荒芜，到处都是

深深的坑洼，荒草肆意生长，看不到半个

人影。而现在，总占地 3800 亩的采煤沉陷

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登上高处放

眼望去，3 万余块光伏板整齐排列， 仿佛

一片蓝色的海洋在广袤的大地上铺陈开

来，闪烁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泽。

“这里年均利用小时数达到 1396 小

时，年均发电量 1.28 亿千瓦时，每年能

够节约标准煤 5.12 万吨， 减少碳排放

12.76 万吨。 ”盂县晋阳发电站站长路海

军站在光伏板旁说。

山间体量巨大的风机、坡梁上形如

阵列的光伏板成为该市能源供给体系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截至目前，全市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 30%，实

现“三分天下有其一”。 上半年，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 22.09 亿千瓦

时， 较去年同期增加 2.02 亿千瓦时，增

幅 10.06%。 新能源项目综合开工并网率

超过 80%，位居全省前列。 今年，阳泉市

将推动新能源项目再并网 3 个，规模 30

万千瓦；新开工建设 7 个以上新能源项

目，规模超 50 万千瓦。

年初， 高新区首批 100 辆绿电重载

车交付使用，相较于同等数量的国五柴

油重型货车， 一年可减排氮氧化物 37

吨、颗粒物（PM）4.09 吨、二氧化碳 1.18

万吨，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对全市

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共

赢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市中，一座座口袋公园、特色游

园建成投用，整洁美观的城市环境令人

赏心悦目、眼前一亮，纯电公交、纯电出

租车行驶在大街小巷，绿色出行蔚然成

风……在阳泉， 绿色发展理念一点一滴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良好的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

价值。 阳泉市委书记雷健坤表示，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阳泉市

以生态环境治理提升产业开发价值，将

生态产品价值释放到关联产业，以产业

收益反哺生态环境治理，努力走出一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子。

（据《山西日报 》）

阳泉桃河两岸城区。 资料图片

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碑。 资料图片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冬日时节，山城阳泉。 狮脑山，松涛阵阵；桃河水，穿城而过……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大自然的颜色。 于山西阳泉而言，绿色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生产制造、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加快

建设美丽中国。

阳泉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

实推进美丽阳泉建设，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

从盂北大地到红色七亘，看一城阳光，品泉漾太行，行走山城大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势头愈加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