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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尾气用来养殖微藻，钢铁、焦
化企业竞逐氢能新赛道，煤矿智能化、
绿色化步伐加速……

煤、焦、冶、电，是山西四大传统支
柱产业，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主战
场。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山西坚持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和支持
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用新
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一
批企业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中开辟
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传统产业迈向高端化、
绿色化、智能化

山西省定襄县被称为“中国锻造
之乡”，目前全县有锻造企业 300 余
户，是全球最大的法兰出口基地。过
去，由于能耗和碳排放底数不清，统计
口径不一致，节能降耗减排工作落地
存在困难。

为加强碳排放监管，拓宽国际市
场，去年定襄县启动低碳云账户建设，
九成以上法兰企业接入低碳云平台。
平台根据能耗、产能、国土等指标，对
企业精准画像，并提供碳足迹管理方
案，帮助企业节能降碳。

走进山西天宝集团，94 台重点用
能设备全部实现在线监测，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着法兰生产设备的能源消耗
和碳排放情况，能耗地图、损耗分析清
晰可见。

“从年初到现在，厂区设备数字化
率已提升至92%。”山西天宝集团网络
信息科负责人王少华说，监测数据显
示，目前企业的碳排放水平明显优于
行业标准。随着低碳云平台功能完
善，今后企业每年还可消纳绿色电力
100万千瓦时，进一步减少碳排放。

在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山
西持续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管理、新模式，使
传统产业焕发活力，为转型发展夯实
基础。

山西省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山西已累计建成48座智能化煤
矿、1227 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10 座
省级绿色开采试点煤矿均已建成。

今年前三季度，山西规模以上煤炭产量已超
过 10 亿吨，相当于 2019 年山西省全年产量。能
源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煤矿智能化、绿
色化建设的支撑。

由“黑”转“绿”催生新动能
在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安泰工业园区内，一

排排阳光房引人注目，微藻在养殖池的恒温水中
不断繁殖生长，泛着微微的绿光。

微藻是一种古老的绿色生命体，它是地球演
化过程中氧气的重要缔造者，也是一种富含维生
素、蛋白质等营养成分的保健食品。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这些微藻竟然是用工业园内一家焦化企
业的焦炉尾气饲养的。

“微藻的固碳效率比普通植物高 10 倍以上，
这一项目可以精准捕捉尾气中的二氧化碳，用于

微藻养殖。”山西安泰恩懿生物科技
公司总经理张亮说，目前项目已处
于试生产阶段，达产达效后可年产藻
粉13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000吨。

张亮说，这套系统改变了排放企
业在烟气治理上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的现状，在提升环境效益的同时，也
能为企业增加可观的碳汇收益和经
济效益。

从“黑”到“绿”，既是一项艰巨的
转型任务，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和创新空间。统计显示，前三季度，
山西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36.3%，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增长 57.9%，传统产业
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壮大新动能的
重要引擎。

10 月 19 日，由晋南钢铁集团与
杭氧集团合作建设的杭沃氢能综合
能源岛项目正式开工，这一项目集加
氢、充电、加气功能于一体，设计加氢
能力为每天 9000 公斤，最大加氢能
力为 12000 公斤，计划明年 4 月建成
投用。这是晋南钢铁企业打造近零
碳企业的又一进展。

“我从事钢铁行业 20多年，经历
了从小到大的爬坡发展，传统发展方
式已经走到尽头，不绿色转型就会被
淘汰。”晋南钢铁集团总裁张天福说，
近几年，企业投资数百亿元推进低碳
转型，依托丰富的焦炉煤气，开辟氢
能发展赛道，布局实施绿氢、氢能重
卡、氢冶金等项目，入围山西省氢能
产业链的“链主”企业之一。

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蝶变
在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一批企

业主动应变求变，与新场景、新业态
加速融合，生产运营模式为之一新。

10月中旬以来，晋控电力山西长
治发电公司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冬
季供热做准备，目前存煤可用天数达
15 天。这家煤电厂承担着长治市
1500万平方米的供热任务，约占当地
供热总量的四分之一。

“过去，煤电企业的主要业务就
是烧煤、售电。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推进，煤电企业的定位也在发生变化。”晋控电
力山西长治发电公司发电部主任郭景虎说，在高
效保障电力供应的同时，企业还承担着供热、应
急调峰、电力外送、促进新能源消纳等多重功能。

晋能控股集团电力装备部主管王夏阳说，在
新型电力系统中，煤电企业正在向基础保障、灵
活调节电源转变。在新能源电力大发时，煤电机
组负荷要能压得下、跟得上、顶得起，这就必须进
行灵活性改造。特别是在电力现货市场中，每15
分钟一个交易电价，火电厂和新能源场站同场交
易，火电厂也要“看天吃饭”。

“目前，集团已有 1087 万千瓦装机的煤电机
组完成灵活性改造，在电力现货市场交易中，能
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消纳。”王夏阳说，电力现货
市场也为虚拟电厂发展提供了机遇，目前集团
旗下的一家虚拟电厂正在调试，预计 11 月份开
展测试。 新华社太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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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流淌的“水脉”：它自黄土高原东
穿太行峡谷，奔流数百公里汇入渤海，滋润燕赵
沃土，参与缔造华北平原。

这也是一条绵延的“文脉”：它蜿蜒串起石
家庄城建起点、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和享有“新中
国从这里走来”美誉的西柏坡。

风沙源、纳污坑、垃圾带，曾经，滹沱河的
“疮疤”让人扼腕叹息。后花园、发展轴、新空
间，如今，滹沱河的“蝶变”令人心旷神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中，滹沱河“新生”画卷徐徐铺展。

滹沱胜景历经“坎坷”
“霞明深浅浪，风卷去来云。”“一鞭晓色渡

滹沱，芳草茸茸漫碧波。”西出太行，东流入海，
与太行山山前大道交会的滹沱河，是千百年来
北上南下必经之地，从古人吟咏之中可以想见
滹沱河昔日胜景。

发源于山西繁峙县太行山区的滹沱河全长
580余公里，属海河流域子牙河支流。滹沱河流
经石家庄市平山、正定等区县，是石家庄最大、
最主要的河流。

深秋时节，沿滹沱河石家庄城区段而行，只
见秋水映照蓝天，水鸟悠然嬉戏，两岸层林渐
染，怡人风景如诗如画。市民游客徜徉其中，欢
声笑语，惬意休闲。

沿河而居的正定县塔元庄村民，依托优美
的滹沱河景观，发展起现代农业、旅游、康养等
产业，乡村振兴迈上快车道，全村年人均收入超
过3万元。“真没想到，世世代代守望的滹沱河，
在今天让我们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塔元庄
村党委书记尹计平高兴地说。

可谁能想到，滹沱河也曾经历污水横流、沙
坑遍布、植被退化的“伤痛”。

随着上游来水减少，城乡生产生活用水增
加，滹沱河黄壁庄水库以下河道一度干涸、断
流，鱼鸟难觅踪影。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河床盗
砂猖獗，成为石家庄市区主要风沙源。垃圾倾
倒，工厂污水直排，大大小小的污水坑，让过往
行人无不皱眉掩鼻，匆匆逃离。

过度索取和破坏使得滹沱河一度变成河北
省各大河流中，环境承载能力最差、水污染最严
重、污染防治最为紧迫的河流之一，生态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的石家庄河段，也沦为横亘在城市
北部的“生态疮疤”。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治理。石家庄市把滹沱河生态修复
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
实践，纵深推进滹沱河治理。

自 2017 年起，石家庄市累计投资 180 多亿
元，分三期对黄壁庄水库以下 109 公里河段实
施系统修复。防洪优先、生态恢复、布局业态、

营造景观，投资之多、规模之大、标准之高，如此
生态修复工程在石家庄史无前例。

“遵循河流自然形态，因地治河。”石家庄市
滹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心主任康文忠说，
主城区段“扩河为湖”营造连续大水面，其余河
段通过溪流串联水面，营造“溪流湿地河道+小
型湖面”交替的湿地型河流。沿岸则以荒田和
河漫滩为基底，以洲岛、水塘、林地、公园等为斑
块，构建可持续河流生态格局。

2021年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完成，累
计营造生态水面 2680 多公顷，沿岸新建、提升
绿地 1 万多公顷，形成一条光彩亮丽的生态景
观带。上游水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多次生态补
水后，滹沱河初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目标。

“治理后河道行洪能力明显提升，今年迎战
‘杜苏芮’强降雨过程中滹沱河安全行洪，为流
域整体防洪作出了贡献。”石家庄市水利局办公
室副主任康晓亮说。

断流多年的滹沱河石家庄段恢复滔滔百里
胜景，沿河两侧10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显著回
升。曾生产“贡米”的正定县曲阳桥镇周家庄
村，恢复了多年不见的水稻种植。“我们正依托
稻蟹共生模式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宁宁说。

“经常能看到白鹭、赤嘴潜鸭、小天鹅，越
来越多的鸟儿在这里落脚栖息，安家育雏。”
这两年，摄影爱好者徐东坡总喜欢沿着滹沱
河把水鸟翩跹、绿树花海的美景摄入镜头，他
欣喜地看到，重现生机的滹沱河正在成为“百
鸟天堂”。

贯通水脉接续文脉
旭日东升，晨光照射西柏坡纪念碑上的五

角红星和碑下的岗南水库湖面，熠熠生辉，依偎
在滹沱河臂弯里的革命圣地，迎来游客熙攘的
一天。

“西柏坡、不算大，这里发生的红色故事震
山河……”伴随清脆快板声，西柏坡纪念馆讲解
员闫文彦向参观游客讲起红色经典。当年西柏
坡一带的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稻麦两熟，物产
丰富，群众基础好，成为党中央指挥革命战争的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滹沱河曾经造就了西柏坡的“米粮仓”，如

今，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山河美景，让老区百姓
捧上了“旅游碗”。闫文彦说，西柏坡村九成以
上家庭从事旅游服务业，村民们搞民宿，经营农
家院，开观光车，日子越过越红火。

夜幕降临，灯光映照高大宽厚的古城墙
和巍峨矗立的古楼古塔，流光溢彩，坐落滹沱
河北岸的正定古城，开始了一天最为热闹的
时刻。

“夜游正定古城”已融入石家庄市民日常：
或漫步闲谈于城墙之上，或歌舞游戏于阳和楼
下，或端详沉思于古寺古塔旁，或欢聚在古街市

井的烟火里。
与正定古城遥相呼应的滹沱河南岸，则

是正在分期建设的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始建
于战国时期的东垣古城遗址，是石家庄市区
内最古老的城垣遗址，也是石家庄城建历史
的肇始地。

“遗址公园建成后将成为石家庄城市文
化绿心，成为展现城市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的精彩窗口。”石家庄旅投集团董事长王晓
辉说。

贯通“水脉”，接续“文脉”。在修复滹沱河
生态的同时，石家庄市沿河打造文旅大道，连接
起正定古城、东垣古城遗址、中山古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西柏坡等文化地标，串珠成链，形成
一条文脉景观轴。

如今，沿滹沱河上下，品味古城，参访圣地，
揽胜太行，已成为京津冀文旅经典品牌。

水城相融和谐共生
20世纪初，正太铁路动工兴建，为避免在滹

沱河上架桥，减少成本，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
为石家庄。加上此前在此设站的卢汉铁路，两
条铁路的历史性交会，让乡野小村石家庄逐步
嬗变为一座华北重镇。

如今，大河向东，城市向北，曾迫使铁路改
站的滹沱河，正在成为城市生长的“新轴线”。

不久前，石家庄复兴大街市政化改造项目
重要节点工程——滹沱河特大桥，顺利通车。
2208米长南北跨越滹沱河的特大桥，长龙卧波，
气势如虹，进一步拉开了石家庄城市框架，密切
了滹沱两岸联系。

修复治理后的滹沱河，不仅成为城市新的
“景观长廊”，也为石家庄构筑一条拥河发展的
经济带提供了生态支撑。近两年，石家庄市委、
市政府提出实施“拥河发展”战略，以拉开城市
框架、提升城市品位、拓展发展空间。

滹沱河与其支流太平河交汇处，拔节生长
的石家庄太平河城市片区日新月异。这里北望
正定古城，南接东垣古城，滨水资源优越，空间
资源充足，是“拥河发展”的起步区和引领区，正
在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数字新城发展主轴带、
省会文旅产业核心区。

“依河而生”“迎河而立”“拥河而美”“因河
而兴”，太平河城市片区规划中心的展厅主题，
向人们呈现着城与河交融共存的沧桑历史，昭
示着城与河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石家庄市将引导城市新兴功能向滹沱河沿
线聚集，布局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现代都市
型农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滹沱河区域生
产、生活、生态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打造高水平
经济带、景观带、生态带。

太行巍巍，滹沱滔滔，山水相映，水城共
融。在“两山”理念滋润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滹沱河的“新生”故事未完待续。

新华社石家庄电

滹沱河“蝶变”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闫起磊 齐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