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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水，一度是朔州生态环境的短板，桑
干河曾是另一番景象：河水黑污臭，河岸脏乱差。
2017年，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西省开展环
境保护的督察反馈意见中，就指出桑干河流域水质
明显恶化。

为找回水清岸秀，朔州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水资
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当做宝贵资源和财富，切实承担
好保护“母亲河”的重大历史使命，拉开了桑干河水环
境综合整治攻坚战铁腕治水的大幕，打出了行业整
治、河道清淤、截污纳管等一系列治水组合拳，让桑干
河更加充盈、更加清澈、更加美丽。

如今，桑干河朔州段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Ⅲ类
水质，桑干河水质实现从Ⅳ类到Ⅲ类的跨越，朔州国

考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100%，国、省考断面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50%，劣V类断面全部消除，
桑干河山阴段湿地公园入选了国家级湿地公园。

青山绿水，踏歌而行。朔州一路向绿，摘下了一
枚又一枚沉甸甸的“勋章”：朔州市被评为全国双拥模
范城、国家园林城市、山西省林业建设先进市；朔城
区、平鲁区、怀仁市、右玉县分别被山西省政府命名为
“山西省林业生态县”。右玉县荣获第一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经济发展更加绿色、攻坚成效更加显著、治理能
力更加全面，朔州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特色
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
朔州答卷。

桑干伏流润恢河桑干伏流润恢河，，绿水青山兴朔州绿水青山兴朔州。。

塞上西湖神头海，美丽天鹅来做客。

水清岸绿七里河，门神故里好风光。

一河水见一河水见证乡村之变证乡村之变

从无人问津的小从无人问津的小村落到网红村落到网红““打卡打卡””点点

走进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铺展的是这样
一幅画卷：干净整洁的文化广场、纵横交错的硬
化道路、源子河清澈的河水……道路两旁矗立
着的一盏盏太阳能路灯，迎来送往着源子河的
清风、落日。没有沸腾的人声，没有嘈杂的闹
市，是一派舒适安逸、怡然自得的生活景象，勾
勒出一幅“村中有景、景中有村”的乡村新画卷。

自 2018 年以来，马邑村党支部书记卢生银
见证着源子河的“前世今生”。

当年6月，随着朔州市河流整治大行动的启
动，一场以河流生态恢复为主的战役全面打响，
有力地彰显了朔州的责任和担当。连续几年，
全市上下众志成城、统一行动，河流逐渐恢复清
澈，流水潺潺、鱼翔浅底、绿树成荫、景观别致、
人水和谐的亮丽生态名片正在形成。

马邑村就是在河流整治大行动中再次提升
了“颜值”。为美丽“留白”，马邑村实施沟渠控
源截污、清淤疏浚，修复了水生态系统，消除了
村黑臭水体；为美丽“着色”，马邑村对影响美观
的违建、乱搭乱盖、裸墙断壁等进行拆除，对拆
后腾出的空间，进行美化改造。

“生态越来越好，我一直希望子女能回来发
展。”从北京回到村里的卢生银在沿河漫步，望
着眼前的青山绿水，呼吸着新鲜空气，他脸上露
出了幸福的笑容。回村几年来，见证着家乡的
变化，他充满自豪感，每天早晚必做“功课”——
和北京的儿子、孙子视频通话分享家乡的变化。

“在做好村庄环境绿化美化净化的同时，我
们也注重传统文化熏陶，为从外地回到家乡的
游子提供记住乡愁的元素。”一位村干部介绍，
随着人居环境的不断提升，这两年，马邑村从外
地回到家乡的游子日益增多。

借助生态优势，马邑村深度挖掘文化内涵，
大力发展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北魏
时期京畿重地且人才辈出，据史料记载，有秦代
名将蒙恬、汉代韩王信、隋唐名将尉迟恭等，历
朝大小文武官员有 390 多人，人文历史、自然禀
赋优势得天独厚。”在马邑古城墙下，村委会主
任陈平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边带领客人参观，一
边介绍边塞文化、桑源文化。“我们以休闲观光
体验的方式，带动旅游的发展，一波又一波的游
客前来旅游观光。”陈平说。

随着生态趋好，桑干河畔神头泉的生物“朋
友圈”也热闹了起来，黑鹳、白鹳、遗鸥等一些以
往不常见的鸟类频频光顾神头泉，安家栖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感油然而生。

从马邑村到神头镇，一路花草摇曳，树木葳
蕤，景观石人文气息浓郁，休闲凉亭古韵悠然，
老人小孩怡然自得，美丽的景色让人仿佛进入
世外桃源。这就是朔城区神头镇打造美丽乡
村、发展文化旅游业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神女
山修复，神海湿地整理，古戏台复建，明清一条
街建设……沧桑传奇，历久弥新，湖光山色、风
景宜人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被誉为“塞上
西湖”、桑干河畔美丽明珠的神头古镇迈开了走

向山西历史文化名镇的步伐。
“山水神头”可谓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温

柔滑嫩的自然泉水中金光闪闪的金鳟鱼，带动
了垂钓、休闲、野营户外活动。水上乐园的漂流
活动逐步兴起，在湖心观赏台遥望神女峰和欣
赏天然泉四季喷涌如注。农业观光与采摘相辅
相成，明清一条街与生态餐饮互融共赢。

“山水神头”已成为朔州市的一个品牌，先
后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十佳美丽
宜居小镇”“美丽宜居示范创建村”。在经济与
生态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下，生态文明建设正
成为共同富裕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朔州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持续开展河流环境整治行动，大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精心打造了一批环境优美、生态宜
居、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一座座村庄构成了一
幅幅生机盎然、美不胜收的秀美画卷。

一河一河水见证城市之变水见证城市之变

从从““万人嫌万人嫌””的的墨水河到市民墨水河到市民““亲水平台亲水平台””

城有水则秀，居有水则灵。
朔州市启动了流域生态治理与保护。经

过精心的修复整治，“浓似春云淡似烟，参差绿
到大江边”的和谐景致，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地
方重现。

“这里独有的宁静、清新的空气和花草的芳
香，让人疏解压力、祛除疲劳、愉悦身心，真是个
康养胜地。”今年中秋节期间，在山阴县桑干河
湿地公园游玩了两天的太原刘女士连连称赞。

山阴县湿地公园位于桑干河的上游，园内
桑干河河道曲长26.67千米，河道最宽处370米，
最窄处30米，河流两侧多为平坦的河谷平原，湿
地公园总面积 859.32 公顷，湿地面积 550.24 公
顷，湿地率64.08%。今年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正式晋升该区域为“国家湿地公园”。

近年来，山阴县积极开展桑干河湿地生态
修复工程，治水兴绿，提高湿地公园的生态承载
力和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使桑干河这条
古老的河流焕发出勃勃生机。园内重点实施路
网、水系、绿化、景观、河道等工程，已相继建成
了河阳湖、向阳湖、正阳湖、枣园湖、多宝湖、聚
宝湖、月亮湾、安荣湖，还有文化广场、亲水平
台、观鸟台、百鸟园、观景台、采摘园、太阳岛、文
殊寺、文魁塔、河神宫等景区。

从治水“破局”到“变局”，再到“新局”，朔州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
构建人水和谐的生态新格局，让越来越多的河
流湖泊呈现水清堤绿的怡人景象。特别是治水
攻坚，初步描绘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画卷，演奏出一曲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协奏曲。

朔州市委书记姜四清、市长吴秀玲多次强
调，全市上下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重要
位置，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创建，从解决突出问题抓起，坚定信心决
心、拿出强力举措，集中力量补齐短板，锚定“河
湖永续利用、人水和谐共生”目标，坚决做好治
水兴水这篇大文章，营造全民动员、人人动手的

浓厚氛围，合力打好生态文明治理攻坚战。
治理能力提升的“成绩单”上记录着一个个

亮点。全面清理河堤内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对
影响河流水质的底淤进行清理，保障河道水生
态环境质量。严格落实桑干河干流调水方案和
计划，实施枯水期河流生态补水。5 年间，引黄
北干线已累计向永定河补水6.5亿立方米，有效
地回补了地下水，实现了藏水于地。2021 年，5
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2 个县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
类。

全面加强完善污水管网建设。提高城镇污
水管网覆盖率，以及城镇污水收集率，推进雨污
分流改造，实施怀仁市、山阴县、应县污水管网
建设工程，建设排污管路、污水检查井、污水收
集井，提高城镇污水收集效率，减少污水溢流。
对山阴县、应县、怀仁市等现有的合流制排水系
统实施雨污分流改造。2021 年，朔州市完成改
造雨污分流管网198公里。

深入开展入河排污整治。按照“查、测、溯、
治”的要求，以城市建成区及重要水体为重点，
摸清所有直接、间接排放的各类排污口数量、位
置，了解排污口的排放状况，掌握排放的污染物
种类及排放量。对非法排污口一律予以取缔，
保证朔州市工业污水处理厂和工业企业排污口
达标排放。现有入河排污口 68 个，完成规范化
整治 63 个。逐步形成以入河排污口为核心，排
污单位—入河排污口—水质断面“三位一体”的
管控体系。

加强企业达标排放监管。现有工业企业废
水治理设施全面提标改造，山阴县、应县、怀仁
市所有工业企业外排废水（煤矿外排矿井水除
外）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
地表水环境质量V类标准。煤矿外排矿井水化
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表水
环境质量Ⅲ类标准。2021年新建山阴经济技术
开发区、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一河水一河水见证理念之变见证理念之变

从治理到保从治理到保护再到可持续发展护再到可持续发展

沿着绿色高质量的发展脉络，朔州不断推
出新政策、新举措、新技术，督促企业绿色低碳
转型，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朔州以赶考的
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绿色答卷。

谋一域必先谋全局。朔州明确提出强化中
心城区首位度建设以来，工作得到有序有力推
进，城市建设加快步伐，建设现代化塞上绿都的
氛围日益浓厚，城市面貌悄然改变。今年继续
优化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全力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其中明确加快建设具有塞北文化特色、自
然精致的生态园林城市。

今年 8 月，朔州市政府印发《朔州市“十四
五”两山一河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在这份朔州有史以
来第一个关于两山一河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专门规划中，迈向生态文明的“总蓝图”清晰可
见——

以“两山、一河、一流域、一泉域、五水库”为

主战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以高质
量生态经济发展和高标准生态环境保护为双
引擎，以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为牵引，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性治理，坚持“治山、治
水、治气、治城”一体化推进，深入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朔州奠
定坚实基础。

《朔州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朔
州市“十四五”两山一河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朔州市

“十四五”空气质量改善规划》构建起朔州生态
环境保护的“四梁八柱”，确立了“十四五”时期
朔州生态环境保护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标
志着新时代朔州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格局基本
形成。

制定神头泉域保护条例是朔州市2021年确
定的重大立法任务。2021年12月31日，朔州市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
议上，审议通过了《朔州市神头泉域水资源保护
条例》。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诞生了朔州建市
以来第一部保护水资源的条例，被誉为“朔州市
新时代水资源保护宣言书”，是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对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重大意义。

市委书记姜四清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会议
及不同场合多次要求，要围绕落实中央、省委和
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开展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
量和效率，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生态保护等重点
领域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严格按
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立法工作，严守合法性
底线。

时光回溯。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朔州就
提出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步伐，朔州市人大
常委会制定了《朔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朔
州市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朔州市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朔州生态环境法制建
设实现从量到质的全面提升，为生态环境治理
提供强大助力。

从构建绿色人居环境给百姓添绿，到大力
植树造林给朔州镶嵌起串串绿色“项链”；从

产业升级锁定环保，到发展旅游向“绿色”要
效益，今天的朔州，在生态呵护中，正与自然
一起“成长”。

为了真正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价
值转换通道，实现“既种树、又种富”，“既要林
子、又要银子”，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的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朔州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
体，深化生态改革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的幸福
指数。

——坚持林草牧统筹发展。在一个战场打
赢生态治理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种植经济林
42.26 万亩、中药材 4.4 万亩、牧草 85 万亩。右
玉羊肉成为山西省唯一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的畜产品，怀仁市被农业部列为全国 18 个

“一县一业”发展典型，右玉名列商务部电商考
核全省第一。

——运用良好生态环境形成的小气候扩大
种植品种，提高单产。小杂粮种植面积 155 万
亩，加工销售收入13亿元；朔州市、怀仁市、平鲁
区分别被中粮协会命名为中国“杂粮强市”“绿
豆之乡”“红山荞麦之乡”；山阴县申报“中国富
硒小米之乡”。

——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大力推进文
化旅游产业，成功举办右玉生态国际马拉松、
右玉西口风情生态文化旅游节、右玉西口风情
冰雪嘉年华等活动；已发展乡村旅游点 63 个，
有 6 个村被评为省级首批 AAA 级乡村旅游示
范村，发展农家乐 32 家，乡村客栈 9 家，形成以
采摘赏花、民俗体验、田园风光、休闲度假为特
色的乡村旅游线路 23条。2016年以来，朔州市
全年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保持20%以上
的增速。

一条条河流碧波荡漾，一块块土地物产丰
富，一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朔州市将全面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引，满怀信心，踔厉奋发，以更加创新的
理念和更加扎实的作风全面推进绿色发展，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努力建设天
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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