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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市汾河景区，85公里长的自行

车道贯穿南北，20多座桥梁飞架东西两岸。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的

母 亲 河 ，流 经 6 市 29 县（区），全 长 713 公

里。历史上，汾河水一度受到严重污染。近

年来，山西大力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

复治理，把从根本上稳定实现“一泓清水入

黄河”作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 展 重 要 实 验 区 的 重 点 任 务 ，目 标 是 到

2025 年，全省黄河流域国考断面稳定达到

Ⅲ类及以上水质，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

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这一目标如何实现？ 2023 年，山西印

发《“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计划 3 年

实施 285 个生态保护工程项目。截至今年

8 月 18 日 ，项 目 已 开 工 252 个 ，其 中 完 工

115 个。2023 年，山西黄河流域参与评价的

59 个国考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占 90%，为

历史最好水平。

采取多种措施，让汾河
“水质好起来”

在太原市晋源区，有一处占地 400 亩的

厂区。这片区域表面上看是绿草如茵的城

市花园，地下却藏着一座污水处理厂——晋

阳污水处理厂。

每天，太原市汾河以西的生活污水汇集

于此，经过处理后，达标尾水一部分用于工

业回用，其余的排入汾河。

2020 年，太原市基本实现对污水的全

收集、全处理。4 年来，太原又对两座污水

处理厂进行了扩容。目前，太原市每天处理

112 万吨污水，处理后的达标尾水有 80 多万

吨排入汾河。“这对实现让汾河‘水量丰起

来’的目标起了很大作用，对污水处理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太原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

主任潘会友说。

近年来，太原污水处理标准不断提高。

下一步，将扩建场地、引进设备，增加处理工

序，努力提质达标，为改善汾河生态环境奠

定基础。

山西正大力推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扩

容工程建设，力争到 2025 年底，新、改、扩建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20 座，新增生活污水

处理能力每天约 45.6 万吨。

治理优化河流沿线农业
农村环境

“以前都是把污水泼到家门前的水沟，

现在家里接上了污水管，方便又干净。”晋中

介休市义安镇万户堡片区桑柳树村村民赵

相爱说。

万户堡片区紧临汾河、磁窑河，沿线村

庄地势大都低于河道，农村生活污水对汾河

水质影响较大。2023 年 6 月，万户堡片区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启动，分为污水治理、

中水回收、饮水安全和街巷硬化 4 个部分，

一次施工解决多个问题。

中街村就从中获益。村中一处 3000 多

平方米的黑臭水体，经过治理已经达到养殖

用水标准。“经过处理的中水可以为村里的

工厂提供工业用水，增加村集体收入。”中街

村党总支书记赵鹏介绍。

吕梁市文水县地势低洼，诸多坑塘长期

疏于管理，一度形成了 252处黑臭水体。“这不

仅影响了农村人居环境，污水还容易从坑塘

进入文峪河、磁窑河，最终汇入汾河，严重影

响汾河水质。”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局

长李志强说，2022年 10月，文水县开始综合治

理黑臭水体，截至目前，全县完成黑臭水体整

治 89处，预计 2025年年底完成整治。

晚上 8 点，文水县南张村的一处生态坑

塘开始曝气充氧。一旁广场上，村民们围坐

在一起纳凉。“这里原来是一片臭水坑，垃

圾、污水随便倒，一到夏天蚊虫乱飞。”82 岁

的村民段金元家住对面，曾深受其害。经过

治理，这里成为休闲广场。记者发现，坑塘

旁立有一块治理警示牌，标注了相关责任

人、举报电话和相关规定。“村里安排专人管

护，杜绝返黑返臭。”南张村党总支书记赵培

红说。

开展重点流域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

浍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从东向西穿过

侯马市全境。

浍河沿线人口密集，一直是汾河流域水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区域。 2019 年，浍河

小韩村断面是全省最后一个还没退出劣Ⅴ类

的国考断面。

此后，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侯马分局采取

综合治理措施，在浍河上每隔两公里安排

4 人 值 班 、24 小 时 巡 河 。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

2020 年 6 月，小韩村断面的水质终于退出劣

Ⅴ类。

要实现浍河水质稳定达标，光靠人防不

是长久之计，必须上马工程措施，从根子上

治理污染。2021 年 6 月，侯马市启动浍河生

态修复工程，采取截污、清淤、补水、增湿、塑

岸、净土 6 项措施。

紫金山下，浍河南岸，放眼望去，芦苇、

菖蒲等水生植物生机勃勃，这里是新完工的

政通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改善项

目，连日来正抓紧工程调试。

政 通 污 水 处 理 厂 位 于 小 韩 村 断 面 上

游 ，承 接 侯 马 市 全 部 城 镇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后 的 中 水 成 为 浍 河 侯 马 段 的 主 要 补 充

水源。

“建设人工湿地将进一步净化尾水中的

氮、磷等污染物，湿地出水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 3 项指标可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从而改善浍河水质，确保浍河小韩村断面稳

定达标。”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侯马分局局长

高文郎介绍。

与此同时，山西以浍河流域为示范，对

污染较严重的汾河支流文峪河、磁窑河、杨

兴河等进行综合整治，解决部分国考断面水

质未达优良的问题，力争到 2025 年，汾河流

域 21 个 国 考 断 面 全 部 达 到 或 优 于 Ⅲ 类

水质。

山西推进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

治理流域环境 修复汾河生态
本报记者 何 勇 付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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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开、洗净、晒干、叠好、捆扎整齐的牛奶

盒 ，在 二 手 网 站 卖 到 几 毛 钱 一 个 。 谁 会 买

呢？部分小学生的家长。为什么要买？为了

交到学校。原来，部分学校为了引导学生参

与环保行动，呼吁孩子们上交牛奶盒。虽然

是“自愿”参与，但在评优机会、给老师留下好

印象等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影响下，很多孩子

和家长不得不“卷”起来，有的全家上阵喝牛

奶，有的干脆上二手网站买。

学校布置这项作业的本意是培养学生的

环保意识，却无形中给学生和家长增添了负

担，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实际效果与初

衷背道而驰。

保护生态环境应该是内化于心的意识和

理念、外化于行的习惯与探索；教育赋予人的

应该是知识的传承、品德的培养和创新精神

的激发。不论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还是从

教育的角度来说，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

都不应该用如此方式开展，其效果也不应被

如此刻板地衡量。

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发学生潜能、培养

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生态环保教育应该让学生

能够主动、投入地参与相关活动。让学生交牛

奶盒的做法不仅不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相反还可能导致他

们产生误解和抵触。

量化指标有其便于管理和评价的优势，但具体问题还需具体

分析。生态环保教育应当以更加科学的方式进行。无论成人还是

孩子，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时，怀抱的都应该是对世界的好奇、

对自然的热爱，而不是应付作业的烦恼和无奈。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和素养的积累，常常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过程。假期旅行时享受了青山绿水的美，便更愿意呵护它们；日常

玩耍时体会了挖土赏花的乐，便更乐意了解它们。

其实，近年来，生态环保教育方面的探索已卓有成效：相关科

普内容创作、传播活跃而繁荣，环保设施大量开放，自然教育广泛

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保护生态、节约资

源、合理消费、低碳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

希望那些“引导”学生交牛奶盒的学校能及时调整要求，合理

利用身边、网上的教学资源，科学开展相关教学，真正提升学生的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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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时，怀抱的
都应该是对世界的好奇、对自
然的热爱，而不是应付作业的
烦恼和无奈

18 日，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发布会在

西藏拉萨召开。会上，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发

布了以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对策为主要内

容的十大标志性进展，会上还启动了“一原

两湖三江”重大标志性科考活动。第二次青

藏科考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第二次青

藏科考十大任务负责人、科考队员和有关高

校、科研院所的 400 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发布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十大进

展成果包括：阐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系统

性和特殊性，全过程科学支撑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立法；阐明气候变化影响下亚洲水塔失

衡特征和影响，科技支撑水资源与水安全战

略；厘清气候变化影响下青藏高原碳汇功能

和变化特征，科技应对气候变化并服务双碳

目标；解析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变化，优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开展

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与环境演化历史研究，评

估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基地的矿产资源现状与

远景；揭示青藏高原自然灾害时空规律和成

灾机制，保障重大工程建设和运维安全；揭示

青藏高原人类活动过程，提出区域绿色可持

续发展模式；融合国际组织和国际计划，为全

球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构建

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与预警平台，服务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

创造巅峰使命极高海拔科考多项世界纪录，

树立世界级原创性科考活动标杆。

科 考 发 现 ，亚 洲 水 塔 区 在 变 暖 、变

湿 、变 绿 的 同 时 ，也 在 变 暗 。 变 暗 的 主 要

特 征 是 冰 川 、积 雪 面 积 减 小 和 植 被 变 绿

共 同 导 致 的 地 表 反 照 率 减 小 。 目 前 亚 洲

水塔地表总储水量超过 10 万亿立方米。

科考还厘清气候变化影响下青藏高原

碳汇功能和变化特征、科技应对气候变化并

服务双碳目标。科考发现，青藏高原作为碳

库，其生态系统碳汇为每年 1.2 亿至 1.4 亿吨

二 氧 化 碳 。 按 照 当 前 每 年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5500 万吨计算，青藏高原的碳盈余每年超

过 6500 万吨。

科研人员解析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变化，优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建设。科考揭示了过去 15 年青藏高原生态

系统变化规律和整体趋好的态势，发表新物

种超过 3000 个。科考评估了高原重大生态

工程实施的时空格局，发现由于系列重大生

态工程建设，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退化态势得

到了遏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呈现总体稳定

向好态势。

科考还恢复了青藏高原 6000 多万年以

来不同地体地表差异隆升过程，提出青藏高

原由造山带到统一高原隆升的新模式。揭

示了青藏高原隆升的生物效应，发现青藏高

原 是 古 生 代 以 来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枢纽。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十大任务负责人分

别发布了各个任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

家战略需求的共计 30 项重大成果。这些成

果共同支撑了第二次青藏科考标志性科学

工程的构建。

第二次青藏科考标志性成果发布

过去15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
本报记者 徐驭尧

重庆市万州区黄柏乡，地处巴阳峡南岸，有绵延数十里的长江

岸线和千亩水域江湾。放眼远眺，水天一色，烟波浩渺；近处细观，

稻花鱼在稻田里穿梭，灵芝在山林间撑开朵朵“小伞”，滨江长廊建

成，秀丽风光初展……

近年来，立足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禀赋，黄柏乡聚焦打造亲水旅

游示范乡的目标，将目光投向发展“水经济”，持续做好“水文章”，

先后实施了库岸环境综合整治、狮子岛滨湖路环境整治、人居环境

改善等重点配套项目，以狮子岛为中心，建成了集滨湖路、水上栈

道、彩色步道、滨江休闲公园于一体的滨江长廊，水韵画卷正在广

袤山水间铺展开来。

夜幕降临，黄柏乡滨江休闲公园别有一番热闹。江风拂过，带

来丝丝凉意，不时有飞鸟翔集江畔，碧岸连天，山水立体景观尽收

眼底。黄柏社区居民魏光明是这里的常客，“散散步，吹吹江风，生

活很惬意。”

几个月前，这处江岸还是一片荒芜的山坡。“今年，我们在原有

滨江长廊的基础上新增 1.5 公里，形成 5 公里的环湖滨江长廊。”黄

柏乡党委书记宋琴说。

随着这些景点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滨江环湖休闲旅游区的面

貌逐渐清晰，黄柏乡的亲水旅游小环线格局基本形成。黄柏乡以

“亲水”为纽带，农旅融合的链条进一步延伸。

在黄柏乡金山村，林下中草药科普研学基地里药香四溢，漫山

中药材长势喜人。“我们不只是为了卖产品，卖‘风景’才是重头

戏。”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波说。

冯波口中的“卖风景”，指的是研学游。

今年初，金山村把村里的林下闲置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建设林

下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时打造研学课堂。

春天，基地种植的赤松茸进入盛产期后，金山村与研学机构合

作，把基地与滨江长廊结合起来作为研学场地，短短一个多月，就有

近 500 名小朋友前来采摘、研学。紧接着，金山村又将林下单一品

种食用菌种植发展为林下食用菌和中草药种植，种植黄精、灵芝、赤

松茸等中药材和食用菌共 12亩，发展林下中草药科普研学基地。

“我们与研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村里每年收取 30%的利润分

红。来研学的人多了，村民们不仅能卖出农副产品，还能通过参与

服务获得务工收入。”冯波说。

与此同时，年产值上千万元的竹制品加工厂落户滨江长廊沿

线，这段时间正在进行场地平整和厂房施工，预计 9 月份实现投

产；位于三坪村的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即将迎来丰收，基地配套“休

闲垂钓、农事体验、科普教育、露营烧烤”特色游玩项目，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体验；位于沙田村的小福村原浆酒文化产业园，立足

“酒+文化+旅游”思路，正逐步配套完善酒庄住宿、餐饮、休闲娱

乐、商务会议等休闲设施……随着这些项目、企业的入驻，农旅融

合的场景在黄柏乡遍地开花。

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眼看着滨江环湖休闲旅游区人气渐

旺，三坪村村民冯地云先是养鱼，后来又开办农家乐、成立腌鱼加

工坊，家庭产业红红火火；在向龙村，72 岁的农家乐经营者熊国祥

为游客提供烧烤架、桌椅等租赁服务。“游客们还能来我家吃农家

菜、买农产品，这些收入加起来一年能有 2 万多元。”熊国祥说。

风光变现，山水生金。如今，黄柏乡滨江长廊沿线已集聚起民宿、

农家乐 10余家，每年吸引游客 17万人次，带动经济增收 500余万元。

（陈星参与采写）

重庆万州黄柏乡促进农旅融合

做好“水文章”“融”出好风景
本报记者 刘新吾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全世界仅存 6000 多只，其中近千只聚集

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近海。为保护中华白海豚，雷州湾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建立，该保

护区总面积 2058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686 公顷，实现保护区与人工鱼礁区结合，主要保护

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

图为近日在广东湛江雷州湾拍到的中华白海豚。 罗艾桦 董天健摄影报道

中华白海豚遨游雷州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