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树成荫、草木丰茂、鸟语花

香……烈日炎炎，晋中大地生机勃

勃。近年来，我市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将植绿护绿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抓手，持续不断地为这片土

地披上绿装。通过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我市全力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取得了显著

成效。每年，数以万计的树木在这片

土地上扎根生长，为晋中大地增添了

无尽的绿意与希望。

在造林绿化的道路上，我市从未

停歇。近年来，我市平均每年完成造

林面积超过 35 万亩，植树数量达到

1000万株；建成森林公园24处、湿地

公园1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5处、省

级林业生态县 6 个，为全市绿色转

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特别

是 2023 年，全市上下紧紧锚定功能

林业、景观林业、富民林业、康养林

业、城郊林业等“五个林业”，全年完

成新造林46.8万亩。这些生态项目

的实施，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更为全市的绿色转型和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植绿更要护绿。近年来，我市坚

持把营林造林与育林管林相结合，严

格落实全天候监控、全方位巡查、全

过程检查等制度，火灾次数、受害面

积、违法占用林地和破坏森林资源案

件均有所下降。在新造林地管护工

作中，市、县两级出台管护制度，成立

管护队伍，确保株株树木有人管、块

块林地有人护。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市民

逐渐感受到了绿色带来的幸福与美

好。“这些年，随着我市绿化建设越来

越好，出门随处可见绿意，让人心情

非常舒畅。”市民王丽说，“植树造林

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提高了我们

的生活质量。”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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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初生，蓝天如镜。初秋的

晋中大地，每一次抬头都能遇见那

份纯粹与宁静。大街小巷上不难发

现，市民们都被这一抹“晋中蓝”刷

屏，大家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这份来

自大自然的馈赠。

这不仅仅是对美景的分享，更

是对晋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自豪

与喜悦。今年以来，随着《晋中市重

点区域重点流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

差异化管控“十五条”》的深入实施，

一系列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在全市范

围内铺开。

工业污染深度治理、城市扬尘

管控、绿色清洁运输、“散乱污”企业

整治……每一项举措都精准施行，为这片蓝天

白云筑起坚实的防线。多功能路面清洗车穿

梭于城市大街小巷，以其独特的“前喷+侧冲+

后洒”设计，将道路扬尘彻底清除，让城市每一

个角落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市民们则成为这

场蓝天保卫战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享受着宜居的环境，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在潇河湿地公园，骑行的热潮悄然兴起。

微风轻拂，两岸绿树成荫，市民段思勇身着专

业骑行装备，脚踏轻便的山地车，穿梭于如诗

如画的景致之中。他一边享受着骑行的乐趣，

一边感慨道：“如今，晋中的空气清新，每一次

骑行都仿佛置身于天然氧吧之中，让人心旷神

怡。这样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

到我们的骑行队伍中，大家一起享受健康，分

享快乐，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蓝天白云之下，晋中的城市面貌正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绿化面

积逐年增加，一条条自然景观良好的步道成为

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在这里，人们不仅感

受到了生活的便利与舒适，更体会到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王爱媛）

兴水治水 碧水如翠

树木葱茏 青山如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

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记者向全

国观众分享了晋中段汾河治理前

后的对比照片：一张是汾河干流晋

中介休段 2020 年以前污水横流、杂

草丛生的样子，当时的水质是地表

劣 V 类；另一张是经过治理后，如

今的汾河碧波荡漾，天鹅回归，鸟

中“大熊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鹳也回到了湿地公园的场景。

两张照片的对比，直观反映了我

市近年来在生态环境改善领域所取

得的显著成效，也是我市全力做好生

态文章，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保障“一泓清水入黄河”不

懈努力的最好见证。

我市地处汾河中游，汾河干流

流经祁县、平遥县、介休市、灵石县

4 个县（市），全长 124 公里、占汾河

总长的 17.8%。为了守护母亲河汾

河中游的生态环境，我市以“一泓

清水入黄河”工程为牵引，系统开

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综合治

理，从流域系统性出发复苏汾河生

态，实

施七大

类 86 项 工

程 ，三 年 总 投

资达百亿元。11

名市级河长带领全市

的市、县、乡、村四级 1567

名基层河长，把责任牌树到了汾河

边，工作压到第一线，实现从有名

有实到有能有效的转变。随着汾

河水质的持续改善，汾河晋中段再

现“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景，生态

多样性显著提升。

看着黑鹳、灰鹤、雀鹰、红隼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在水面觅

食、嬉戏，介休市“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作专班办主任杨松介绍，作为全

省保护汾河、改善汾河水质的示范

典型，介休汾河国家湿地公园以良

好的生态、发达的水系吸引了 332

种植物、155种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

生息。

与介休一样，来祁县昌源河国家

湿地公园栖息的珍稀野生鸟类物种

数增加到 225 种。其中，作为“大气

和水质状况监测鸟”的白鹭、天鹅成

为这里的“常客”。 （闫淑娟）

2024 年 8 月 15 日，是第二个全

国生态日。全国生态日是我国在生态

文明领域的综合性活动日，意义特殊且

重要。

从开展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到加

强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从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优化环境，到向新向绿，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从和顺华北豹

种群核心栖息地不断扩大，到左权发现太

行花……一项项举措、一幕幕场景，勾勒出

我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出的累累硕

果，也彰显出我市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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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晋中，无奇不有。2023年，有户外

爱好者在榆社县悟云山发现大面积稀缺植

物，经专家鉴定，为野生北桑寄生。这是一

种寄生落叶灌木，果实是长约五六毫米的

半透明橙黄色圆果。北桑寄生既是一种药

用价值较高、应用较广的中药材，也是冬季

太行山上别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

太行花是我国特有的二级保护植物，

据《中国植物志》记载，太行花仅分布于河

南省北部。去年，在左权县发现了太行花

的唯一变种花——缘毛太行花，且种群数

量较大。

到了五六月份，在榆次区乌金山云梦

山山脊，生长着大片金黄色小花。它叶片

青翠，花色靓丽，似蝴蝶翻飞，非常繁茂，

是濒危植物丽豆。丽豆具有根深、耐旱、

耐寒、耐瘠薄等优点，有较强的水土保持

功能，在生态环境改良方面有很好的应用

前景。

以上珍稀植物是我市各类植物多样性

的一个缩影。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动

植物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我市地

处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因地质变化，境内

总体表现为东部山地、中部丘陵、西南部

山地和西部汾河谷地四个地貌单元，这样

复杂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我市植物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

金钱豹、原麝、褐马鸡……近年来，随

着我市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不断增加，濒危珍稀动物逐年增加，

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生物链和良好的生态

系统。

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草中心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我市有陆栖脊椎动物 22

目、68科、307种。其中，鸟类248种、哺乳

类35种、爬行类19种、两栖类5种。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有褐马鸡、黑鹳、金雕、大鸨、秃

鹫、金钱豹、原麝等 7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有勺鸡、大天鹅、小天鹅、鸳鸯等33种。

（张凯鹏）

清晨，家住市城区怡园小区的陈翠兰

走出小区，穿过马路来到位于蕴华东街的

无喧园内，她一边走一边活动筋骨，遇到熟

人，相互打个招呼。“自从家门口建起这个

口袋公园，左邻右舍都喜欢来这里锻炼身

体，一有空大家就来这儿散散步、唠唠家

常，心情特别舒畅。”说起家门口的口袋公

园，陈翠兰连连夸赞。

近年来，我市不间断利用城市边角地、

裸露地、闲置地等，见缝插“绿”、见空置

“绿”，打造了200余个“口袋公园”“小微绿

地”，不仅增加了城市绿量，还让市民走得

进、坐得下、玩得开。

“我们依托公园绿地，相继建成开放11

个儿童乐园，21个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

球场等露天体育场，完善了游园功能，打造

出‘15分钟便民圈’。”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副主任程伟介绍，我市积极拓展公园绿地

开放共享，开发1处城市书吧，开放6处林

下空间，允许民众骑自行车进入部分公园

道路运动健身，扩大全民健身“幸福半径”。

“城市绿化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

能只看眼前，还要用心规划、管护。”程伟

表示，“三分建七分养”，实现推窗见绿、转

角进园，十分考验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从小事做起、从

细节入手，对绿植高标准修剪、精细化养

护；对基础设施及时维修、适时更换；每天

对园路、公厕、绿化带进行多次卫生保洁

及消杀；及时清理枯枝、落叶等。同时，还

组织专家对一线养护人员开展技术指导，

全面强化口袋公园精细化养护管理水平，

实现从“增绿”到“常绿”的提质目标，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

城市之美宜游宜憩，幸福生活可感可

及。如今，“三步一景、五步一园，处处见

绿、步步见景”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市民

走出家门就能遇见美。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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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宜居 百姓幸福

满城皆园 出门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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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生物 共同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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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水清，一座座农家院落焕发新

颜、一个个美丽乡村串点成线、一项项富

民产业欣欣向荣。今年以来，一大批“村

美、业兴、民和”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在

晋中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良好的生

态环境成为我市广大农村最大的优势和

宝贵财富。

夏秋之交，走进和顺大地，处处是美

景。行走在路林交错的东喂马村，干净

整洁的村道、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红色

气息浓郁的文化长廊一一映入眼帘，整

洁干净的环境让村子更加美丽宜居。村

民杜占怀感慨地说：“以前村里街道杂乱

无章，自从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如今

已焕然一新，街道整洁有序，还有专职保

洁员每日细心维护。”为切实将环境整治

意识融入日常生活，东喂马村成立专项

整治工作组，精准锁定整治范围，明确责

任分工，将责任细化到人。

从“一处美”到“处处美”，今年以来，

和顺县制定了《和顺县学习践行“千万工

程”经验实施“六美四宜、城乡共建”行动

方案》，明确以“产业美、家园美、生活美、

生态美、风貌美、和谐美”为目标，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宜养的和美乡村，让群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不论是东喂马

村，还是和顺县，都只是我市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乡村生态环

境，实现人居环境面貌全面焕新的一个

缩影。眺望晋中山川沃野，在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的引领下，广袤的晋中

大地如同充满希望的田野，正在奏响春

华秋实的优美和声、绘就乡村振兴的壮

美画卷。 （史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