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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春末夏初，走进山西右玉，处处皆
林海，满眼是绿色：站在南山森林公园
的四五道岭观景台，映入眼帘的是一望
无际的绿色和整齐划一的南京小叶杨；
走进黄沙湾，小叶杨、油松、樟子松随着
山坡延伸而去，一片生机盎然……

这一幅幅绿色画卷的背后是右玉
人70多年来的生态坚守：是70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右玉人坚持植树造林，在
创造“荒漠变绿洲”生态奇迹的同时，也
创造了“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
功、利在长远”的“右玉精神”。

昔日“不毛之地”今朝
“塞上绿洲”

右玉县位于晋蒙交界、毛乌素沙漠
风口地带，属于海拔高、降水量少、无霜
期短。新中国成立初期，森林覆盖率不
到 0.3%，一年到头，黄风肆虐，自然条
件十分恶劣。“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百姓们
传唱的民谣勾勒出昔日右玉黄沙漫天
的景象。

1949年，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来
到右玉，他和县长江永济一致认为，“人
要在右玉生存，就得先让树在这里扎
根”，于是开始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植
树。据《右玉县绿化志》记载，从 1950
年春到 1951年秋共造大片林 1.6万多
亩，零星栽植杨树达到169.37万株。

“9岁时我就和大人们一起去植树
了，经常由于风沙太大，白天栽的树，晚
上就被风刮走了。然后，第二次，第三
次继续种。等到结婚，有了孩子，就把
孩子拴在窗户棱上，然后带着干粮就去
种树了。”王明花回忆道，当时在右玉，
栽活一棵树，真是比养活一个娃还难！

如今在黄沙洼，还能看到过去植树
时留下的奇景：有的树干被风沙埋了半
截，仍然倔强生长，枝叶繁茂；有的树根
被大风刮露在外。“这些双胞胎、三胞胎
树木都是当时为了有效防风固沙把几
棵树种植在一起的”。右玉县林业局一
位干部指着多棵抱团树告诉记者。

王明花的经历只是右玉干部群众
齐心协力治沙造林的一个缩影。

从 1950 年春到第二年秋天，张荣
怀带领右玉干部群众造林 2.4万多亩，
开启了右玉人民战黄沙、复绿化的不懈
征程。此后的 70多年来，右玉历届县
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一
届接着一届，连续规模植树造林种草，
右玉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闯出了
一条北方生态脆弱地区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森林覆盖率提升为57%，被誉为
“塞上绿洲”，并在 2010年荣获“联合国
最佳宜居生态县”。

其中，“十三五”以来，右玉每年以
10万亩以上的规模推进造林绿化，全县
林地面积达 168.62万亩，90%多的沙化
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昔日的“不毛之
地”已经变成“塞上绿洲”，成为人类生
态史上的奇迹，并形成“右玉精神”。

当地人欣喜地说：“以前是‘荒山不
长草、风吹石头跑’，现在是‘林草遍地
有，野兔到处跑’。”近年来，右玉县先后
荣获三北防护林建设先进县、全国治沙
先进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绿化
先进集体、国土绿化突出贡献单位等国
家级荣誉，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
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县域 4A级旅

游景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被
选树为全国 5个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先行县市区之一，荒漠化防治入选《中
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

新时期科学营林让右玉
更绿

上午九点，山西省桑干河杨树丰产
林实验局梁家油坊中心林场保障性育
苗基地，一套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根据
智能控制为幼苗灌溉、施肥。梁家油坊
中心林场场长王廷军向记者表示，近年
来，右玉在植树造林中，不断加大科技
投入，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也让
幼苗成长得更好。

（下转第2版）

山西右玉：

一任接着一任干
接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接力棒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秀峰 裴小阁 董家朋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南方多地持续
出现强降雨，广东、福建等地发生洪涝
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北方部分地区旱情发展迅速，南涝

北旱特征明显。
习近平要求，要全力应对灾情，千

方百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妥善安置受
灾群众，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
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习近平强调，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
汛期，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各地区和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
维，压实责任、加强统筹，扎实做好防汛
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灾害
监测预警，排查风险隐患，备足装备物
资，完善工作预案，有力有效应对各类
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应对灾情 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双胞胎”状的树木反映了上世纪右玉植树造林条件的艰辛。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秀峰 摄

如今的右玉满眼绿色如今的右玉满眼绿色，，到处郁郁葱葱到处郁郁葱葱。。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秀峰杨秀峰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晓宇 刘磊 赵
媛） 6月17日，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国资
委主办，市公交公司、市公安局朔城公
安分局公交派出所承办的 2024年安全
生产月综合应急演练在市公交公司调
度中心开展，旨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
分析研判、决策指挥和组织协调能力，
进一步提高驾驶人员的应急处置熟练
程度和救援水平。

上午 10点整，演练正式拉开帷幕。
演练共设置模拟新能源公交车辆在运

营中发生事故的紧急救援、新能源公交
车辆在运营中遭遇持刀歹徒、公交从业
人员营运中突发疾病应急处置、新能源
公交车在场站充电时发生火灾、新能源
公交车辆在运营中发生火灾5项演练科
目，让职工更直观地掌握初期火灾的灭
火步骤和如何提高自救本领。市公交
公司驾驶员庞建雄说：“通过本次应急
演练，使我们提高了‘人人讲安全 个个
会应急’的安全意识理念，增强了应急
处置能力，减少对财产的损失，确保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此次应急演练场景复杂，通过模拟燃

气运输车事故、心肺复苏操作和客车应急
门使用等多个真实场景，系统展示了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应急预案体系、组织指挥体
系、应急协调机制、抢险救援能力等实战
水平。在今后的工作中,市公交公司将继
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员工
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积极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流程,确保在突发情
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应急演练促实战 筑牢防线保安全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月综合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刘淑花） 今年 6月
是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进一步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连日来，我市消防
救援支队各级宣传队伍针对生产经营
场所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
出口等突出问题，围绕以“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为主
题，开展了多场“安全生产月”消防安全
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

“讲安全、会应急、畅通道”安全氛围。

在活动现场，各级消防救援宣传小
分队紧紧围绕活动主题，结合电动自行
车安全、三清三关、畅通生命通道等内
容，通过设立消防宣传咨询台、设置宣传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及消防宣传品、组织
消防安全体验等方式方法，宣传消防安
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知
识、避险逃生技能等知识，并为群众讲解
家庭防火常识、火场逃生技巧和遭遇突
发状况时的应急避险方法等内容，向大

家详细讲解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正确使
用方法。截至目前，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0000余份，设置消防宣传展板80余块，
接受群众咨询3500余人次，解答市民咨
询问题500余条，消防宣传受众近30000
余人。下一步，我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以

“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消防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消
防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增强群众
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我市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淑花） 今年以
来，我市各级各相关部门及矿山企业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矿山安全
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矿山安全生产
综合整治系列部署要求，紧盯“防风险、
遏事故、保安全”这一主线，多措并举强
化安全监管力度，抓紧抓实矿山安全风
险隐患防范化解各项工作，切实筑牢矿
山安全生产防线。

我市全面压实矿山安全生产责任，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市委书记、
市长认真履行安委会“双主任”职责，亲
自研究、亲自部署，分管副市长跟进推
动。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有关会议，
密集研究部署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生
产工作。市安委办修订完善了《市委常
委和市长、副市长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
2024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市政府印发了《朔州市矿山安全生产集
中排查整治暨高质量发展协调联动机
制》，进一步明确了党政领导及监管部
门的矿山安全生产职责。严格落实矿
山监管专员制度，全市共选派 162名监
管专员（煤矿 117名、非煤矿山 45名）驻
矿巡查盯守，12名露天矿山监管专员全
部持证上岗。各煤矿企业选拔监察专
员689人，切实加强安全管理。

特别是制定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全
市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一揽子措施》，全
面开展煤矿工程外包和挂靠行为专项
整治、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煤矿

“设备提升年”行动，推动各级各部门
落实煤矿企业超层越界排查整治、预
防煤矿超能力生产、民用爆炸物品行
业安全监管、矿山井上特种设备安全
监管 18 项工作措施。目前，全市共核

查矿山类企业资质 21 家，查处违法违
规外包煤矿 2 座，发现存在采掘接续
紧张矿井 6 座，全部采取停工、停产、
限产等措施。

全市应急管理部门将煤矿隐蔽致
灾因素普查治理列入日常执法检查主
要内容，按照“八个一律”要求，组织全
市 42座煤矿重新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
查治理，编制普查报告。全面推进国务
院安委办矿山安全生产督导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累计反馈问题702条，目前已
完成整改673条，整改率95.9%。市安委
办派出 6个常态化包保督查组，对包保
县（市、区）及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已
完成整改的问题全面开展“回头看”工
作，并督促完成其余29条问题及反馈报
告指出的14条问题整改工作，确保全市
矿山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守牢矿山安全底线

我市全力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023年 6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
战，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的
动员令。今年，我省签发了《关于全面
加强三北工程建设的令》第 1号总林长
令，印发了《关于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
实施意见》等，持续高位推动“三北”工
程重点工作。

我省“三北”工程是全国“两屏三
带”生态安全格局中“黄土高原—川滇
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46年来，
我省持之以恒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在火山群、风沙区、
盐碱地上构筑起一道道保护生态的绿
色长城，在丘陵区、农田边、缓坡带培植
起一处处富民增收的林果基地，初步建
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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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地区农田防
护林为骨架的防护林体系，为区域经济
转型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了强有力
的生态支撑。

眼下，三晋大地满目滴翠、天水同
碧、风光正好。

高位推动，系统布局
写下绿色诗行

42年前，河曲县在“三北”工程中创
新的“户包治理小流域经验”被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在全国推广。42年后，黄河
岸畔，西口古渡，蓝天与碧水一色，涛声
与鸟语和鸣，山水草木林田路园，皆成
如画美景。从分散治理到全面治理，从
重点治理到系统治理，河曲县在“三北”
工程的加持下，将山峦起伏、沟壑纵横
的生态脆弱区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地。“这里早已成为我们河曲人的大
花园和健身房。”市民刘忠元最喜欢带
家人到河曲县黄河省级湿地公园游玩。

“三北”地区是我省生态区位最重
要的地区，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工
程启动前，这里北部风沙危害、中南部
水土流失严重。

自 1978年启动实施“三北”工程以
来，我省坚持把太行山、吕梁山生态脆
弱区作为建设重点，强化顶层设计、政
策保障、立法管理、要素保障，扎实推进
一至五期规划建设任务，建成昕水河流
域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晋西北百万
亩“三松”防护林基地、黄土高原综合治

理林业示范项目等重点工程，累计完成
营造林 3730.5万亩，区域内森林覆盖率
由工程启动之初的8.3%提高到17.91%。

“三北”工程用树苗“缝合”了三晋
大地“绿化断带”。依托“三北”工程集
中连片开发的柳林县龙门垣生态经济
型综合示范园区，经过多年治理，裸露
的黄土披上了绿装，从“看山愁白头”变
成了“眺望满山金”。

如今，“三北”工程已进入六期工程
建设期，不仅要巩固好防沙治沙的成
果，还要打好三大战役，统筹兼顾推动
绿色蝶变。

为此，我省以守护好“华北水塔”、筑
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
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为载体，以全面落实
林长制为保障，把“三北”工程作为国土
绿化的主战场，建立山西省加强荒漠化
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布局国土绿化、
小流域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等项目，提
出打好防沙治沙成效巩固战、太行山吕
梁山增绿提质阵地战、增强生态功能整
体战、提升产业效益持久战等具有山西
特色的政策举措。 （下转第4版）

逐绿奋进 筑牢绿色长城
——我省推进“三北”工程纪实

山西日报记者 张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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