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漫山遍野的林地草坡，到如嵌画中的美丽乡村；从碧波清流的汾河岸边，到开窗见绿的宜居城市……如今的三

晋大地目之所及风光美、气象新。

202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构建

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近年来，山西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为根本遵循，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生态保

护修复的治理之道，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增绿、提质、防灾、创新”四大重点，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着力描绘美丽山西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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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山西：以绿之墨 描绘生态新图景

高位推动，激起播绿新动力

驱车行进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

段， 道路两侧的坡梁上、 滩地里绿意蔓

延。 站在黄汾交汇处的望河台上，国槐、

山楂、石榴、十月红、南天竹等绿植有序

栽种，像绿宝石一样镶嵌在大地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

次亲临山西考察调研，对山西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战略擘画，为山西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山

西绿色发展寄予殷切期望。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是

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 山水林田湖草沙

怎么摆布，要做好顶层设计，要综合治

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

省政府连续 15 年组织召开全省国

土绿化现场推进会，部署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 从《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

施意见》到《关于开展科学绿化的实施

意见》，再到《关于进一步强化造林绿化

工作有效提升森林 面 积 和 质 量 的 意

见》， 山西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

生态要素，谋划精准扩林、重点补林、科

学改林、持续营林、依法护林、创新活林

“六大行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

展生态文明建设。仅 2023 年就完成营造

林 456.7 万亩，完成草原修复和改良 115

万亩。 以项目化的方式落实禁牧轮牧休

牧条例， 完成 100 万亩省级未成林地封

山（沙）育林项目。

林长、河湖长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动力保障，也是重要抓手。 山西省持续

推进林长、河湖长制，实现山水“长治”，

林长、 河湖长覆盖全省所有森林草原、

河流湖泊。 印发《山西省深化河湖长制

林长制协同联动工作实施方案》， 打造

“林河联动”模式，在联合部署、联动联

建、联合督查 、联合宣传等方面开展合

作，建立健全“河湖长制 + 林长制”工作

长效机制，促使“长”的作用日益凸显 ，

“制”的效能充分释放，形成强大保护合

力。 同时，印发《山西省林长制激励示范

县示范乡建设指导意见》， 明确将建立

国土绿化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机

制，统筹实施国土绿化重点工程，并创

新投入机制 ，完善支持政策 ，引导市场

主体和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绿化。

晋中市介休市、平遥县和长治市沁

源县三地按照《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

条例》要求，在洪山泉泉域保护范围内，

控制利用孔隙裂隙地下水和岩溶地下

水开采，限制新建、改建、扩建高耗水的

建设项目，并通过水利工程措施缓解洪

山泉域的水资源破坏，洪山泉域正逐渐

恢复生机。

如今，“越来越绿、越来越美，到处

是绿的海洋 ， 走到哪儿都是满眼的绿

色”，成了三晋儿女的共同感受。

提升质量，迸发播绿新活力

柳林县沿黄多是悬崖峭壁， 当地老

百姓称之为“干石山”。“干”是靠着黄河

也缺水，到了雨季也存不住水，反而带

走大量泥土；“石山”是浅浅一层黄土下

是大大小小松脆的石头， 草都不好长，

树更是稀稀拉拉没有几棵 。 几十年种

树，当地人总结了九个字“挖大坑，种大

树，上大水”，终于让种在这“干石山”上

的树苗子，成活率达 95%以上。

柳林县只是山西省生态修复治理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 山西省科学谋划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格局，坚持把黄河流域作为林

草生态建设的主战场，整合布局“双重”

和省级黄河流域等国省工程，大力实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每年营造林 400 万亩以上；连续

三年争取到国家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

目投资 7.5 亿元。“十四五”以来，全省

累计完成营造林 1787.31 万亩， 人工造

林规模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国

土空间规划范围内可造林地实现基本

绿化。 全国首家出台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试点建设指导方案，以推进国家草原自

然公园试点工作为引领，完成草原修复

和改良 152.42 万亩。 坚持科学施策开展

防沙治沙， 累计完成治沙任务 94.38 万

亩，沙区内可治理沙化土地已基本得到

治理，探索出沙棘、仁用杏、海红果等适

宜本土生长的特色经济林和沙区生态

旅游等沙产业，防沙治沙综合考核始终

位于全国第一方阵。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林兴草，把

科技创新融入林草高质量发展全环节、

全过程，让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成为

生态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全省初

步建成以北部风沙区防风固沙林、吕梁

山中南部水土保持林、汾河上游水源涵

养林、沿黄地区经济林及平原地区农田

防护林为骨架的区域防护林体系。 ”省

林草局生态修复处处长李军说。

如今， 左权县滨河南苑大草坪上，

随处可见嬉闹的孩子们；嵌在山间的太

行一号旅游公路， 变身为绿色走廊；圣

天湖国家级湿地保护区里， 层峦叠翠、

水天一色。

持续推进水生态修复和保护是生

态建设的重要一环。 2023 年，山西省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574 万亩，“十百千”水

保示范工程全面启动，“大水保”工作格

局基本形成。“七河”“五湖”生态保护与

修复取得新进展， 汾河干流 13 项工程

在主汛前完成防洪建设任务，永定河综

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五湖”项目建

设持续推进。

黄河东岸畔的永和梯田庄稼长势

良好。“现在的收成比以前增长两成，过

去是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现在

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增收田’。 ”种

植户白红生满脸欣喜。

多样保护，展现播绿新魅力

绿色来之不易，绿色弥足珍贵。

山西省以生态省建设为抓手， 探寻

适合自身特点的机制，按照“保护发展并

重，坚守生态底线”原则，综合施策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3.41

万平方公里，实施依法保护、系统保护、

重点保护，着力筑牢生态保护根基。

一路一风景，一步一陶然。 昔日的

汾河已变成了水面开阔、 绿植错落、干

净整洁的湿地公园。“这几年变化特别

大，水更清、树更绿、景更美，空气越来

越清新！ ”太原市民王家宏见证了汾河

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

为抓好湿地保护修复， 山西省施行

《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 建立省级湿地

保护协作和信息通报机制， 认定发布垣

曲县黄河小浪底库区、洪洞汾河、沁县漳

河源等 10 处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

推动洪洞汾河省级重要湿地成功晋升，

实现全省国家重要湿地“零”的突破。

持续完善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激发生态保护活力 ，全力推进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建设，积极稳妥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加快太行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

步伐，牵头起草了《太行山国家公园创

建方案》， 着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几十只鸟儿悠

闲游弋。“随着临汾市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汾河水域成为越来越多候鸟迁徙栖

息的乐园。 汾河文化生态公园就能看到

杜鹃、天鹅、大雁、虎皮鹦鹉等 150 余种

候鸟。 ”汾河景区相关负责人卫甲玺说。

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上，山西省大力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强化旗舰物

种和生物多样性监测，持续实施华北豹

保护、极小种群拯救工程，推进野生动

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 ，从严开展“清

风”“网盾”专项行动，扩大野生动物致

害补偿保险范围，88%的野生动物种群

和高等植物群落得到有效保护。 据监

测，山西省现有野生植物 2743 种、陆生

野生动物 543 种，其中 30 种植物、19 种

鸟类有了新分布记录；旗舰物种华北豹

种群数量在全国居于首位； 玉带海雕、

大鸨、 遗鸥等珍稀鸟类频现民众视野，

生物多样性“家谱”逐年丰富。

春季山花烂漫， 夏季绿意盎然，秋

季五彩斑斓 ，冬季玉树琼枝 ，无论四季

如何变换 ， 三晋大地依旧青山巍峨连

绵，绿水清澈环绕 ，处处充满灵动与朝

气……绿色早已成为山西的底色， 更是

山西的底气。

“我们将始终牢记‘增绿就是增优

势，植树就是植未来’，以打好‘三北’工

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为抓手，坚持扩

绿、兴绿、护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

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全力谱写美

丽中国的山西篇章。 ”省林草局副局长

杨冠军说。

（据《山西日报》）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资料图片

临汾汾河文化生态景区。 资料图片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