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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下，山西省芮城县圣

天湖湿地、平陆县三湾湿地的湖面

上，数以万计的野生大天鹅随波嬉

戏，欢叫声此起彼伏。

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精灵”，

近些年每到冬季都会沿着山西境

内的汾河、桑干河等河谷地带，飞

越数千里来到这片水域“度假”。

山西，素有“华北水塔”之称，

是京津冀的水源涵养地。三晋大

地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不断加大治水兴水力度，着力破解

水资源不足、时空分布不均、水生

态恶化等顽疾，着力描绘“水润山

西”的新画卷。

从“水瓶颈”到“水支撑”

立冬过后，太行山区气温骤降，

山西漳河水务有限公司的调度中心

却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的山

西辛安泉供水工程全线自动化监控

系统，实时记录着长治市8个县区各

用水户的取水、供水情况。

“作为山西省‘两纵十横’大水

网的第五横，辛安泉供水改扩建工

程通水达效，能有效解决长治盆地

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问题，对上党

老区经济发展起到水保障和水支

撑作用。”漳河水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高鹏说。

晋蒙大峡谷，万家寨水利枢

纽工程。在黄河岸边141米深的

地下，引黄工程总干一级泵站地

下厂房内机器轰鸣，5 台机组以

30立方米/秒的流量提起黄河水，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百姓家、厂矿

企业。

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张根锁说，引黄水不

仅滋养三晋大地，还向桑干河输

送，使桑干河及其下游的永定河流

域生态得到明显改善。

十余载奋进，山西用水格局变

了模样。“十三五”期间，山西省水

源供水优化配置能力达到86亿立

方米；汾河与沁河连通、黄河流域

与滹沱河流域“牵手”……连通六

河、纵贯南北的供水网络初具雏

形。受益于此，全省用水结构更趋

合理，地下水在总供水量中的比例

从2000年的69.6%下降到2020年

的38%，浅层地下水位和晋祠泉等

岩溶大泉水位止降回升。

经过多年努力，山西基本实现

“水瓶颈”到“水支撑”的转变，为新

时期治水兴水打下基础。山西省

水利厅厅长常建忠说，“十四五”期

间，山西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治水思路，为山西省经济

社会转型发展和重大战略实施提

供坚强水保障和水支撑。

为了“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

纵贯山西6市，绵延716公里，哺

育着全省1/4的人口，被誉为山西

的“母亲河”。然而，由于历史原

因，20世纪 70年代以后，像山西

境内其他大多数河流一样，汾河

流域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河道几

乎断流，干流劣Ⅴ类水质比例一

度达到68%。

汾河治理，迈上快马加鞭、提

质增效的“快车道”。

在前期不懈治理的基础上，

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以汾河

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修复总体方案》等政策，着力为汾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规划

引领和法律保障。坚持“控污、增

湿、清淤、绿岸、调水”五措并举，

引领汾河治理从单纯治水向整体

修复转变。

方向既明，干劲更足。一项项

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汾河两岸铺展开

来：通过已建成的万家寨引黄工程、

沁河和川引水枢纽等工程向汾河干

流持续补水，努力让汾河重现“流水

哗啦啦”的场景；在汾河源头及上游

地区干流河岸两侧各3公里、中下游

干流河岸两侧各2公里范围，禁止新

建各类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太

原、临汾等汾河沿线城市在修复汾

河生态的同时，依托汾河建设城市

公园、形成沿汾经济带，让汾河成为

各地的“会客厅”……

“目前，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

了阶段性治理成果。”常建忠说。数

据显示，汾河干流生态修复已完成

一半以上，以汾河谷地为中心的地

下水水位连续多年持续回升，全流

域13个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

水质，正在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奏响兴水协奏曲

漳泽湖的嬗变是新时期山西

治水兴水的生动写照。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山多土

厚，水土流失严重。按照“单打一”

的思路治水兴水，已经不能适应新

形势下水生态修复的需要。在前

些年治水兴水的基础上，近些年，

山西省统筹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气、

治城”一体化推进，不断探索适应

自身特点的新时期兴水路径。

山西坚持“两山七河一流域”

系统推进，大力推进太行山和吕

梁山两山增绿，每年营造林400万

亩以上，黄河流经市县林草覆盖率

接近60%。全面开展汾河、桑干河

等“七河”以及晋阳湖、漳泽湖等

“五湖”生态修复，全力开展19个

岩溶大泉保护与修复，持续进行

水土流失治理，努力扭转水生态

恶化趋势。

河湖治理，问题在水里，根子

在岸上，责任在人身上。为激活监

测河湖生态环境的“末梢神经”，山

西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组

织体系，推行党政领导齐抓共管、

“河湖长+河湖长助理+巡河湖员”

的工作模式，所有河流湖泊实现河

湖员全覆盖，打通了河湖管理“最

后一公里”，力求让河长制带来“河

长治”。

整合全省主要水资源经营性

企事业单位，成立万家寨水务控股

集团，统筹水利建设、经营等事业

发展；全面推动水源、水权、水利、

水工、水务“五水综改”……山西着

力推进治水兴水体制机制创新，提

升治水能力。

相关数据显示，经过系统治

理，山西水土流失面积从20世纪

80年代的10.84万平方公里减少到

2020年的5.89万平方公里，入黄水

质全面退出劣V类，全省主要河流

生态基流基本保障，实现了水生态

的整体持续好转。

兴水脚步不停歇。2021年终

岁末，山西发布《“十四五”“两山七

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把山

川相缪、山水连绵的“两山七河一

流域”作为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流域和

区域，进一步做好山西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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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脚步越来越近，“雪国”崇礼为世界

贡献一个绿色奥运的梦想正在成真：赛事核心

区森林覆盖率达80%、“绿电”点亮奥运场馆、

655辆氢燃料车提供保障、黑色矿产经济转身

银色冰雪产业……践行绿色办奥，坚持生态优

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近七年间，河北孜孜

以求。

区域观察 RegionalRegional
ObservationObservation

区域观察编辑部

主任：徐 军

执行主编：王晓涛

新闻热线：（010）63691897
监督电话：（010）63691830
电邮：zgggb56805139@163.com

□ 李凤双 熊争艳 高 博

2022年元月的雄安新区，有N

种抵达方式。从北京西站乘坐城际

列车，50分钟可到雄安站。南方的

人们沿京广线到保定后，再沿津保

线乘15分钟高铁就到了新区另外

一座车站白洋淀。京雄高速、荣乌

高速新线等新建成的公路，把雄安

新区紧紧嵌入纵横交错的公路网，

让天南海北的人们可驾车来雄安。

“快！我每天要在北京和雄安之

间跑4趟半。”一辈子生活在雄县孙

各庄村的石大姐，去年开始在京雄城

际当乘服员，开了眼界，收入不错。

快的，不只是出行。走进雄安

新区，已过小寒，天寒地冻，本是施

工淡季，但这里数百个建筑工地，塔

吊林立，机器轰鸣，10多万名建设

者24小时换班作业。新冠肺炎疫

情让全球放缓了节奏，而雄安没有

因为疫情停工一天。

“百日成廊”“雄安第一个大型

建筑群112天完工”“同样的项目其

他地方干3年，雄安1年建成”——

雄安建设者正在不断创造崭新的

“中国速度”。

随着建设提速，雄安承接项目

步伐也在加快。20多天前，新区公

开挂牌出让两块土地，由中国中化

集团和中国华能集团摘得。加上之

前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组建落户雄

安，目前共有3家央企明确在新区

的地址。中关村科技园等一批高科

技项目也在加快落地。

曾有一段时间，从2017年新区

设立到2018年底总体规划通过，雄

安几乎没有动一砖一瓦，这种“慢”

令一些人不解。

“这样的慢是我们想要的慢，这

样的慢是为未来的好，为未来的快。”

雄安新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这样说，

代表着对未来负责的思辨哲学。

千年大计，谋定后动。

雄安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

都有道路在铺设延伸，每天都有楼

房拔地而起，这让一些土生土长的

雄安人快乐并烦恼着，“总是迷路！”

新华社记者在此采访也常听

人说起“历史耐心”。他们说，在

“一张白纸”上建城，硬件建设可能

很快，而运营管理、产业升级、体制

机制创新等要久久为功。

2022年1月8日，周六，安新县

青年马俊强带着媳妇和一双儿女，

到郁郁葱葱的悦容公园游玩。

“以前这里没多少景点，就是上

白洋淀玩，这几年新建的公园挺多，

环境好，大家都爱来。”虎年正月将

搬入新居的马俊强说。

公园多了，是雄安老百姓的直

观感受，也是新区建设理念的生动

体现。

先植绿、后建城，这是雄安不同

于其他城市的生长之路。

2017年 11月，“千年大计”从

“千年秀林”开始。2022年初的今

天，雄安森林覆盖率已超过30%。

未来的雄安，按规划纲要，人们

出门可见绿，300米进公园，１公里

进林带，３公里进森林。

九河下梢，被誉为“华北之肾”

的白洋淀，曾经污染严重。经过几

年治理，今天流入白洋淀的河流和

淀区的水质全部达到Ⅲ类标准。

有设计师把雄安比作一棵白洋

淀边的大树，大树的躯干是城市的

主体，向四周发散的树枝上长满树

叶和果实……

一座枝繁叶茂的绿城，扑面而来。

先地下，后地上，是雄安规划建

设的又一大特色。

走进容东片区已建成的2.49

公里地下管廊，这里俨然一座地下

城：笔直宽敞的管廊里，灯光明亮，

干燥通风，一层是电力、水信、能源、

燃气舱，另一层是物流通道。

这意味着，空中架线路、地面埋

管道导致的“空中蜘蛛网”“马路拉

链”等“城市病”将在雄安绝迹，新区

的道路将更美观更安全。而且，地

下管廊预留的物流通道，使未来“无

人驾驶物流车在地下穿梭往来”有

了可能。

2021年入冬时节，容东片区——

雄安新区首个集中建成区，迎来1万

余户、3万余人回迁安置。

在这个崭新片区主干道两侧，

每隔几十米竖立着一根灰色灯杆，

看上去与其他城市的路灯别无二

致，但实际上却不一般。

“一杆多能，我们管它叫智慧合

杆。”雄安集团基础建设公司基础工

程管理部部长程建通介绍，这根杆

以照明灯杆为基础，整合交通标志

杆、信号灯杆、监控杆、路名牌杆、公

共设施指示标志牌杆等功能，还预

留了5G基站，为未来无人驾驶做

准备。

一根灯杆，恰是雄安打造智慧

城市的缩影。而像这样的智慧应

用，在新区随处可见：

在雄安站，乘客不仅刷脸进站，

还“看灯检票”。候车厅的乘客200

米开外，就可看到所乘列车状态。

原来，每个检票口旁有一高大的玻

璃幕墙灯，它随共享的旅客服务信

息而变色：候车是蓝色，检票是绿

色，停检是红色。

工资发放用上了区块链。新

区企业利用雄安集团搭建区块链

资金管理平台，拨付的工资已超

过13亿元，项目工程资金拨付全

程留痕，为后续项目审计提供数

据保障。

雄安城在地上，也在“云”上。

新区每建一栋楼，数字雄安平台会

同步生成一栋楼。现实中哪怕更换

一个路灯，都能显示出来。每一栋

楼都被“计算”过，运来的材料直接

组装，1厘米钢筋都不会浪费。

随着一批城市级智能平台的搭

建、一批标准的印发、一批新基建项

目的落地，雄安新区智能城市“破茧

而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雄

安的意义在于，在中国不沿海不靠

边的地方，打造一个新时代可复制

的城市样板。依靠创新驱动发展，

走出一条新路。

雄安，这座引领未来的新城，也

没有忘记留住自己的过去。

新区设立了“记得住乡愁”专

班。雄安三县历史底蕴深厚，在新

区大规模规划建设之前，一批凝聚

传统文化基因的乡愁遗存被建档存

根，形成总数为2367项“乡愁点”的

数字坐标总图。

2020年夏天，5棵百年枣树，

从被拆迁的容城县大河村，移植到

在建的悦容公园内。

“找到了村里那棵老树，就找到

了儿时记忆。”专班工作人员刘子涛

说，新区建设中，一般遵照的原则是

古树不挪、古建筑不拆、古牌坊不

搬，实在需搬的古树、老物件，也要

找合适的地方，让新城市有老场所，

让老百姓记得住乡愁。

目前，新区正在筹建两座保存

农耕和渔猎记忆的博物馆。

雄安新区，以自身实践回答着

人类城市化的重要命题：历史文化

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化是城市发

展之流，“源远”方能“流长”。

人们常说，新时代看雄安。看

的是什么？实质上是看“雄安质

量”。2022年伊始，透过雄安这座

拔节生长的城市，人们能看到新时

代中国抵达的发展高度，能瞭望到

民族复兴征程的绚丽前景。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开年着力提“绿值”

本报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理事会近日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将碳

达峰碳中和新增进入制度创新重点领域，创新

低碳发展路径，着力提升项目建设和区域发展

的“绿值”。

“绿色，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底色，

我们不仅要在更大区域内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还要更加有力地推进区域一体化治理保

护。”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主任华源

介绍说，2022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将探

索建立统一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标准，以及实施跨域共保的示范区绿色保险

制度。

据悉，在绿色金融领域，此前沪苏浙皖三

省一市相关部门已协同制定绿色金融评价定

性指标体系，实现了区域绿色金融评价标准

的基本统一。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会同示

范区执委会推进示范区数字人民币创新试点

工作，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绿色

信贷、发行绿色债券，支持示范区“三农”、小

微企业绿色发展；支持示范区金融同城化服

务创新发展联盟成立绿色金融专委会；持续

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除了政府“画蓝图”，示范区绿色发展还着

力发挥企业、智库等社会力量作用。上海市青

浦区代区长杨小菁介绍，目前青浦区已经引进

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未来

还将积极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文旅产业创新发

展集聚区，携手长三角高校共建长三角可持续

发展大学联盟，推进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会议同时审议通过示范区建设2022年重

点工作安排、示范区水乡客厅控详规划、示范区

燃气专项规划等，其中燃气专项规划将秉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针对典型产业园、美

丽乡村定制特色燃气供应子系统，实现示范区

内城镇居民天然气气化率达到 90%以上。

（胡洁菲）

京津冀联合治理建筑垃圾
违法违规处理行为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建筑垃圾污染环

境治理力度，京津冀建立了建筑垃圾违法违规

处理和跨省偷运乱倒整治工作联动机制，联合

治理偷运乱倒、违法处置建筑垃圾等非法行

为，形成联合监管、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维护

城乡环境秩序和土壤安全。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天津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立省市间

联动机制。三方各自牵头会同公安、交通、生

态环境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

组织专项行动。

同时，京津冀三地加强街道（乡镇）网格化

管理，以京津冀三地交界地带的农村地区为重

点，结合无人机航拍、卫片识别等技术手段，在

农村坑塘、沟谷地、废弃河道、林地以及铁路、

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等交通沿线拉网式排

查偷倒的建筑垃圾，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

责成属地政府限期清理或采取资源化利用措

施消除环境影响。

此外，京津冀定期开展建筑垃圾违规跨省

（市）运输专项治理行动。第一期从2022年1

月6日零点开始，为期3个月。京津冀三地各

自组织城管、公安、交通、生态环境等部门共

同持续开展夜间执法整治，充分利用交界地

区国省干线、高速公路检查站，对出入京津冀

关口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逐车检查，对违法

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多管齐下、有案必

立、违法必惩。 （王 昆）

太原市汾河两岸景色 新华社记者 曹 阳 摄

新 路 通 向 未 来
——2022 年雄安新区开年观察

“华北水塔”兴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