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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
采访团，记者来到了位于运城市
的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
司矿区。这里虽是矿山，却不是
光秃秃、尘土飞扬的景象，目之所
及，开阔的平地被槐树、沙打旺等
绿植覆盖，边坡上，爬山虎也在顽
强生长。

“咱们现在所处的这片矿山
属于已开采完成区域，也是我们的
治理恢复区域，从2017年开始进行
修复，主要手段就是种树、播撒草
籽。”公司党总支书记张士东介绍。“

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他
们遇到了不少困难。”运城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局长解更生告诉记者，

“树苗的成活率不高，2017年第一
批播种的油松等树种，死了不少。”

为 了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这 个 问
题，运城市自然资源局多次来到
矿山现场进行指导，先后组织人
员赴绿色矿山企业对标学习。同
时，在闻喜县上院村委会的协助下，
公司铺设输水管道，解决了矿区地
质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用水瓶颈的
问题。张士东说，在多方指导下，矿
区员工大胆探索适合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恢复的种植、养护方案，钻
研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草
木绿植成活率大幅提升。

对其他正在进行矿产开采的
区域，公司严格按照“边开采、边
治理”的要求进行修复。例如矿
山开采产生的剥离土，部分转运
至治理恢复区域进行覆土作业，

部分用于建设挡土墙及边坡修复
治 理 ，剩 余 的 留 下 以 备 以 后 再
用。“2017 年至今，已利用剥离土
方 10 万余立方米，努力让资源在
矿区内循环利用，做到生产、复垦
两不误。”张士东说。

在矿区地质生态环境治理恢
复工作持续推进的同时，矿山硬
件设施建设也在同步实施。公司
对卸料区、破碎车间进行了密封
改造，并增加收尘设施，解决矿山
生产、存储环节的扬尘问题。还
对道路进行硬化改造，在两侧植
树绿化，购置洒水车等，减少运输
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扬尘。

“这几年我们都认识到了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这里也是我们
工作生活的地方，环境好了，对大
家的身体健康也有好处。成本肯
定会增加，但目前来看，压力不
大。”张士东说。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植树
两万余棵，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治
理恢复面积逾 10 万平方米，正在
申报省级绿色矿山。

不 论 是 太 原 、运 城 ，还 是 忻
州，都将矿山治理、造林绿化、生
态修复同步推进。从这些城市的
举措和成效中，我们看到了山西
全省上下在经济转型升级、资源
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等方面
的努力。从又脏又乱的资源型城
市，到山清水秀的宜居家园，虽前
路漫漫，若步履不停，必将未来
可期。

矿山开采与保护如何平衡？
山西引入社会资本，充分发挥企业主动性，边开采边治理

◆本报记者宋杨

十年前，这里的山体因为采煤
采石而满目疮痍。如今，这里绿树
成荫，空气清新，不但成为太原城区
的一道生态屏障，还变身花海，游人
如织。

这就是山西省太原市玉泉山。
据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孙
占良介绍，过去，这里因采矿形成的
山体破坏面有200余处，矿产废弃
物及城市倾倒过来的各类垃圾形成
了7个大型自然垃圾场，生态环境
十分恶劣，是向市区输送粉尘、污水
的重要源头。

作为煤炭资源大省，一段时间
以来，山西因煤炭等资源开采造成
生态破坏严重，历史遗留的区域
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加强资源
开发利用监管，推进矿山生态修
复，对于山西来说尤为重要。

玉泉山所处的西山，是太原
最早进行煤田开采和利用的地
区之一。历史上其森林覆盖率
高达90%，但由于长期无序开采，
绿水青山不见了，留下的是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美丽的西山
一度沦为太原的“黑色走廊”。

2001 年《关于促进西山城
郊森林公园建设的实施意见》
出台后，西山的生态修复模式
逐渐清晰。

“西山地区的生态破坏比
较严重，而且属于历史遗留的
无主废弃矿山，仅靠政府投入
无法承担。所以确定了‘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公司承载、园
区 打 造 ’的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模
式。企业在承包区域内完成不
低于 80%绿化任务的前提下，
可用不高于 20%的土地进行公
园配套设施建设和适度开发。”
太原市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
区 副 主 任 常 建 强 说 。 太 原
2009 年提出的这个“八二”生
态建设新模式，将山水资源资
本化、市场化、要素化，可以充
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玉泉山
就 是 规 划 的 城 郊 森 林 公 园 之

一，它的巨变，由此而来。
复转军人张俊平是玉泉山

森林公园负责人。从 2009 年
“认养”玉泉山至今，他将过去
从 事 锅 炉 行 业 积 累 下 来 的 近
11 亿元陆续投入，带领一大批
老党员、老军人，投身到这片荒
山的治理、绿化、美化工程中。

“除了‘右玉精神’，我们也
有玉泉山精神，就是一个字，
干！”孙占良激动地说。“山体破
损严重，破坏面坡度大多超过
了 60 度。而且这是矸石山，工
人们必须腰上绑着安全绳吊在
崖 壁 上 ，用 电 锤 一 下 一 下 凿
坑。再把一筐筐粪土、一棵棵
树苗一趟一趟地背上山。”

苦心人，天不负。十年过
去，玉泉山上已栽树 550 余万
棵 ，植 被 覆 盖 率 由 最 初 不 足
30%提 高 到 70%。 依 托“ 八 二
政策”，玉泉山森林公园已初具
规模，很多动物和鸟类开始回
归这片山林。生态环境好了，
社会效益也初步显现，每年花
期，50 万棵梅花、25 万棵樱花，
吸引着超过 100 万人（次）的游
客前来观赏。

引入社会资本，废弃矿山变青山再变金山 边开采边治理，向绿色矿山迈进

本报讯 初 秋 时 节 ，位
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的宝
应湖畔，湖水碧波荡漾，湖边
垂柳依依。

近年来，宝应县以建设
江淮生态大走廊为契机，全
力 推 进 宝 应 湖 退 养 还 湖 工
作，累计拆除湖面围网养殖
2.5 万亩，今年底将全面完成
退养还湖任务，极大改善宝
应湖生态环境，打造富有宝
应特色的“清水廊道”。

宝 应 湖 曾 是 另 一 番 景
象 。 71 岁 的 村 民 刘 培 全 是
安宜镇渔业村渔民，一辈子
以养殖为生的他对这里的情
况最熟悉。他回忆道，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湖区开
发持续高涨，围湖造田、围堰
种植、围网养殖不断扩展，使
湖区的水环境和生态遭到破
坏，湖内水质日趋退化。

宝应湖是宝应近百万人
民的备用水源地，具有蓄水、
供 水 、生 态 、航 运 等 功 能 。
2017 年开始，宝应按照长江
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要求，全面启动退养还
湖工作。组建成立退养还湖
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出台《退
养还湖工作实施方案》，积极
协调解决补偿资金到位、失
水渔民安置等难点问题，确
保全县退养还湖工作在全市
率先行动，快速推进。

渔业村是传统的渔业养
殖村庄，全村共有 400 多户
从事养殖，需退养还湖面积
达 1000 亩 。 昔 日“ 靠 水 吃
饭”的刘培全也知道围网养
殖对湖区水质带来的危害，
但那时候生活没有出路，只
能以养殖为生，广大渔民保

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不强，
导 致 湖 区 养 殖 规 模 逐 年 增
加。

退养还湖政策宣传到村
后，刘培全从当初的不理解
到最后主动拆除自家围网，
不仅自己带头上岸，还发动
邻居支持退养还湖工作。如
今，他每月能享受到政府的
生活补助，自己还能打点零
工增加收入。

宝应县在退养还湖工作
中坚持政策宣传到位、逐户
发动到位、拆清补偿到位、安
置保障到位。按照全省占用
国有水域的补偿标准，制定
了宝应县标准，与每一户渔
民签订了退养协议，落实退
养资金，确保按照退养协议
如数兑付给渔民，最大限度
保障渔民正常生活。

退养还湖后，宝应湖湖
面变得更加开阔，水质有了
明显提升，湖面上野生的荷
花与菱角长得格外茂盛，整
个生态环境也更加宜人。生
态环境部门对宝应湖水进行
监测后发现，退养之前宝应
湖 水 质 只 能 达 到 四 类 水 要
求，退养之后水质达到了适
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的三
类水标准。

而昔日以养殖为主的渔
业 村 积 极 探 索 转 型 发 展 之
路，借助宝应湖良好的生态
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建
起了渔民广场、渔博馆、渔码
头、渔民活动中心等，村庄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随着各地
游客的纷至沓来，渔业村的
乡村旅游变得越来越旺，渔
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甜。

韩德培 梅友宽

宝应拆除宝应湖面围网养殖2.5万亩，水质明显提升

退养还湖后渔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本报讯 秋 日 里 ，位 于
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南的港沟
河河水如镜。港沟河由干河
死水再次清水复流，得益于
北 京 市 一 系 列 的 生 态 治 水
举措。

近年来，北京市水务、生
态环境部门与河北省香河县
水务局、天津市武清区水务
局等多家联动，从原来的北
运河干流大流量集中输水转
变为区域水网小流量常态化
补水，实现生态调度、生态净
水，促进河道生态系统自然
修复，提高水体自净能力，为
市民营造更好的区域生态环
境，实现港沟河、凤港减河等
20 余 公 里 河 段 常 年 有 水 且
水质稳定向好。

同时，利用有限的水资
源 积 极 重 构 区 域 水 生 态 系
统。北运河管理处通过实施
细水急流、闸门轮调、投放种
植水生动植物、改造生态护
岸等技术手段净化水体；利
用五河交汇处的槽蓄能力实
施“人工涌浪”“潮汐式”水体
置换，让水体生态及自净能
力持续恢复和改善；对沿河
四区不达标排水进行整治督

办，干流水质指标逐步提升、
稳定。

目前，北运河干流生态
资源向外辐射，正逐步织密
由运潮减河、凤港减河、港沟
河 等 组 成 的 东 南 郊 生 态 水
网，未来将逐步实现水网生
态基流的补给常态化，保障
城市副中心水环境安全。上
游流域两个三年治污行动、
通 州 六 片 区 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温榆河及北运河综合治
理工程，促进了潮白河等 6
处国家地表水考核出境断面
水质的生态改善，水生态建
设成果惠及沿河 3 万多市民
百姓。

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联动联
调，港沟河由平时干河死水
的季节性河道，变为如今常
年保持有水，并持 续 不 断 有
水 补 入 的“ 流 动 的 河 ”。 下
一 步 ，北 运 河 管 理 处 还 将
与 属 地 水 务 局 联 动 ，将 水
网 再 织 大 织 密 ，增 加 有 水
河道长度，做大滨河生态空
间，让水流起来、活起来，高
效用起来。

张雪晴

重构区域水生态系统 常态化补给水网生态基流

北京织密生态水网让水流起来活起来

本报讯 记者从浙江省杭州
市富阳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作
为亚运场馆及北支江综合整治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支江清淤
项目正在抓紧施工中，其采用的
清淤工艺对周围环境、居民等影
响较小，工程形象较好。

北支江堵坝拆除及清淤工程
（一期）的主要任务为恢复河道原

有功能以满足富阳防洪安全，满
足亚运会赛事用水要求，兼顾改
善区域水环境、提升两岸景观、满
足旅游船舶进出要求和提高内江
配水工程保证率等。

据了解，在北支江河道水下
清淤工程的核心设施底泥处理厂
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进场施工，今
年 5 月 10 日正式投产运行。截至

目前，这一工程已完成水下清淤
约 18 万立方米，累计完成产值约
7900 万元。

底 泥 处 理 厂 由 泥 砂 分 离 系
统、固液分离系统、均化调理系
统、脱水固化系统、余水处理系统
等组成，整个清淤工程主要采用
绞吸式挖泥船→输泥管道→底泥
处理厂（机械脱水）的方案进行施
工，工艺水平在浙江省甚至全国
属于领先水平。

据富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一般河道底泥疏浚工
程采用挖掘机干挖/水力冲挖+
自然晾晒堆存方式进行处理，也
有 采 用 绞 吸 式 挖 泥 船 +输 泥 管
道/泥驳+简易机械脱水方式进

行处理。这些处理方式较为简单
粗暴，泥浆、泥饼、余水等产物质
量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周边环境，
砂砾等资源严重浪费，并占用大
量土地，难以做到疏浚底泥的无
害化处理以及资源化利用。

采用新工艺后，可以做到对
河道底泥清淤、输送的封闭化管
理及操作，通过垃圾分离、二级沉
淀、多级洗砂等工序，使砂砾等资
源化再生并达到规范要求。采用
环保无污染药剂对泥浆进行调
理、调质，采用先进的超磁水处理
技术实现疏浚底泥的无害化处理
以及资源化利用，可广泛适用于
江河湖库各种复杂工况。

周兆木 朱啸尘

富阳采用新工艺对河道水下清淤
实行封闭化管理及操作，实现砂砾等资源化再生

本报讯 中 秋 、国 庆 双 节 期
间，河北省成安县持续开展禁烧
督导，为全县人民营造了清新的
节日环境。这是记者通过扫描成
安县“禁烧二维码”了解到的最新
禁烧动态。

为抓好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充分调动、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露
天焚烧，成安县各乡镇在禁烧工
作中配上了禁烧“微名片”，在宣
传条幅上印上“微名片”二维码。
群众通过扫码就能将禁烧政策和
工作情况“一掌在握”，准确掌握
本辖区禁烧工作最新动态。

成安县商城镇镇长赵雷刚告
诉记者，全镇 33 个行政村，悬挂
禁烧条幅 300 余条，全部印有禁
烧“微名片”的二维码，通过引导
群众扫码关注转发，切实让禁烧
工作做到家喻户晓。同时，镇政
府及时更新禁烧工作动态，通过
微信矩阵进行推送，让禁烧工作
渗入群众的茶余饭后及生活日常
的方方面面，努力营造全民禁烧
的有力氛围。

据了解，目前成安县 9 个乡
镇及经开区都在开展此项工作，
通过推出禁烧“微名片”二维码，
使群众既了解禁烧政策、工作动
态，又知晓焚烧危害、焚烧后果，
从而自觉抵制露天焚烧行为。

张铭贤蒿文祥 梁向勇

成安禁烧用上
“微名片”

通过扫码准确掌握禁烧

工作最新动态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
解到，目前，新疆已在乌鲁木齐
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等 7 个
自治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建
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房、收集点
12750 个。全区建成使用的城镇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场达 88 座（不
含兵团），其中 65 座达到了自治
区Ⅱ级以上无害化处理等级评定
标准。

截至目前，新疆 7 个自治区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共建立生
活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片 区（点）289
个。除此之外，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
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
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 7 个地州选择了 16 个县市为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县市。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新疆将结合
城市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安排，
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配套
处理设施建设，指导各地进一步
加大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基础设施
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体系。

同时，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和垃圾分类工作，指导各地进
一步完善城镇老旧小区垃圾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设施，提升城镇老
旧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建
设水平。

杨涛利

新疆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城市建设
建 成 12750 个 生 活 垃 圾

分类收集房、收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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