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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为砂坑，批示指示，媒体报道，网络舆情，社情民意接踵

而来，因为砂坑，文水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又一次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其实，为医治砂坑顽疾，历届文水县委政府不是没有努力

过。合理规范开采秩序，严厉打击遏制私挖滥采，整治毁地挖

砂行为，采取堵疏结合等相关措施；建立机制砂园区，镇政府

与国土、公安等部门实行 24小时联合巡查。到 2015年底，各

类采砂、洗砂摊点全部关停取缔。2016年后，比对卫片执法显

示，历史遗留的砂坑面积再未扩大，私采滥挖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治理力度和整治成效距上级要求和群众的期盼依然相

去甚远。开栅镇的砂坑生态将何去何从？

实施生态修复，守住绿水青山。治理砂坑迫在眉睫，恢复

生态刻不容缓！县委、县政府要向上级交账，要向群众交卷，

这笔 30多年的历史欠账一定要清还！

对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

“四个意识”高度，文水县把非法采砂整治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紧紧抓在手上。2019年 4月 26日，由县主要领导挂帅成立

了非法采砂集中整治领导组，采取霹雳手段，重拳出击，打响非

法采砂整治的最后一战，沙坑生态长效整治的大幕就此拉开！

把敢于担当的实干者推上整治一线。4 月 29 日，县委审

时度势重新调整开栅镇领导班子。使命在肩，唯有实干。新

班子带领镇村一班人在关键时刻稳得住现状，放得开思路，打

得开场面，紧锣密鼓进入实战操作。

县委书记梁宝明、县长王峰等调研部署，讨论安排，外出

学习，科学规划……开栅镇对表对标，组织镇村干部到太原市

晋阳堡、赵家山和大同市平城区嘉年华等地，实地感受生态环

境改善带来的生活质量……

前期工作，环环相扣。期间，省市领导给予文水莫大的支

持。5月 9日，市长王立伟、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周建春，副市长

刘晋萍、杨巨才等领导亲临现场调研采砂点生态修复治理时

指出:文水县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破坏

生态环境行为，坚决彻底根除非法采砂、私挖乱采顽疾；要因

地制宜制定治理恢复方案，对形成的砂坑“一坑一策”综合整

治，能恢复耕地的尽量复垦，能补栽补种林木植被的及时栽

植，确保砂坑一年见绿；要坚持挂图作战，广泛动员企业治、村

民治、合作社治，确保修复整治取得实效；要坚持疏堵结合，加

快土地调规，科学布局采砂作业，解决好沙从哪里来的问题；

要加强技术指导，严格质量管理，努力营造一个山青水绿的自

然生态环境。

经多方努力，一条全新整治思路最终确立——“统一规

划、分期实施，疏堵结合、系统治理，政府引导、多方投资”。开

栅镇原机制砂园区被作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的首战区、示范

区，他们向要历史形成的 8000余亩砂坑宣战！

5月 30日，这个日子足以载入文水的历史。就在这一天，

文水县举行开栅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开工仪式。县委书记梁宝

明的讲话掷地有声：开栅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是一项政治性工

程，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这项工程作为检验“四个

意识”“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作为拓展“改革创新、奋发有为”

大讨论丰硕成果的重大举措，作为展示文水干部新担当新作为

的形象窗口，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和恒心，把这件实事

好事干成、干好、干漂亮。开栅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是一项造福

人民群众的民生性工程，他要求，镇村两级、各职能部门要切实

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担当意识，主动作为、密切配合，认真

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开栅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是一项牵引全局治理的起点性工程，他

希望，全县上下要切实优化工程建设环境，对一切阻挠工程、干

扰建设的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切实把项目建设成为优质一流

的样板工程、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让人

民群众更好地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成果。

引领生态整治修复全面展开的发令枪已然打响！太原康

培集团进场作业，工程进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质性阶段。

二

天下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工程要进展，最难是拆

迁。就在开工仪式的当天，一场与治砂同步的特殊战役也在

悄然打响。

机制砂园区内涉及到开栅、宋家庄、樊家庄、文倚村 4 个

村的土地近 3000亩，其中有鸡棚 14个肉鸡 20万只，1500头肉

猪养殖场 1个，初建投资 700万元的洗煤厂 1个，还有 1000多

个坟墓……

拆迁，是最必须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拿养鸡户来说，有

的成本回来了，有的还没收回。牛五儿家四个棚投资了 200
多万，虽然他能认识到生态修复的好处，但一想到成本，就是

拿不定主意。谁都清楚，群众确实不容易啊！

既要保护群众利益，又要顺利推进拆迁，任务重，时间紧，

协调成为最为关键的一环。如山的压力考验着每一个治砂人

的毅力，挑战着每一位领导者的担当。

开栅镇主要领导跟进召开拆迁协调会，确定由王启威和

冀俊刚等人负责拆迁事宜，进驻各村开展工作。县政府党组成

员、镇党委书记任应福和镇长李彪等主要领导担当起协调重任，

他们带头找业主，主动协调，讲明政策，站在对方角度真心帮

扶，以心换心。对牛五儿的困难，镇村干部协调了武陵村的废

弃蔬菜大棚，鼓励他重新规划建鸡棚，牛五儿的心结最终被化

解。类似这样人性化解决问题的例子还有太多，件件很暖心。

走东家奔西家，早出晚归，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入户调

解；没有休息日，蹲守在镇里，加班加点，开会研究；深入一线，

现场办公，即时协调，解决问题，这样的高强度状态，早已成为

开栅镇村干部的工作日常。没有人说苦喊累，更没有人退缩

不前，他们的心里，只一个信念：干！

为进一步统一干部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做好协调服务工

作，开栅镇还适时组织镇村两级干部观摩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现场解决问题，为工程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为推进工程进

度保驾护航。

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为太原康培集团项目建设创造了黄

金时期。项目部经理王福强介绍：“按照县委有效削除砂坑地

质灾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发展，实现生态、生

产和生活“三生”融合的思路，公司精心组织、科学管理，统筹

把握工程的安全、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合理调配大型施工机

械 150余台，600余施工人员不分昼夜连续施工。”拉坡挖湖、

修建路网、削坡整形、栽树复绿、清场植绿、拆墙透绿、坑内见

绿，铺设管道，整治工程有序推进。仅仅 3 个多月，削坡整形

等土方工程已全部完工，安装喷灌管道 3万米，栽种苗木 10万

株，绿化面积达到 2700 余亩。优质一流的样板工程、群众满

意的放心工程，千亩砂坑正在一步步变身美景……

三

砂坑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是县委政府“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真实的写照；是广大干部针对一直以来社会各

界关注的砂坑生态修复的焦点问题，强化责任担当，敢于揭

短，刀刃向内，主动破解难题的生动事例。它牵动着各方领导

的目光，牵动着文水 45 万群众的心，更点燃了英雄故乡儿女

团结奋斗的澎湃激情，靠实干者的使命和担当汇聚起昂扬奋

进的新时代主旋律。如今，回望 5个月奋战，面对昔日的开栅

砂坑，大家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情？

老干部来观摩了，他们感慨颇深：震撼啊！这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在一班人苦干实干中解决了……

政协委员来视察了，他们惊叹不已：震撼啊！短短几个

月，昔日满目疮痍的沙坑再也找不到影子了，面对问题和困

难，不推不拖主动迎难而上，实干者在关键时刻走在了前列，

文水的发展要靠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干部……

人大代表来调研了，他们赞不绝口：震撼啊！生态修复工

程为文水的经济社会取得更大发展注入了力量，代表们将给

予更多的政策、法规等方面支撑，实现“砂坑变景区、村庄变景

点、路网变景观”的目标……

震撼!震撼！还是震撼！面对上千亩、一望无际的生态修

复工程，人们不约而同发自内心地表达出一种心情：“震撼”!
11月 2日，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李正印和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秦书义，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小明一同深入文水县调

研。在开栅生态修复治理工地，李正印对县委政府的工作思路

和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指出要进一步总结砂坑治理的

好做法好经验，继续动员各方面力量，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合力；

要将生态环境治理同县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统筹规划、一体

推进，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要依托区位、交通、

人文等方面独特优势，主动把握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新机遇，进一步科学规划转型路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充分肯定”来的多么不易！是肯定，也是嘱托；这是责任

书，更是军令状！面对社会各界对文水的关切和质疑，砂坑修

复工程用实证给予了最好的回应。

四

打造“林田水路同治、良田美景再造，产业发展支撑、乡村

美丽宜居”的生态修复治理示范工程，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

能级，是县委政府努力实现的目标。历时五个月的奋战，开栅

砂坑治理模式产生的效应日益彰显。

按照有效削除砂坑地质灾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产

业转型发展，实现生态、生产和生活“三生”融合的思路，开栅

砂坑生态修复治理工程项目成为全县砂坑治理的有效模式，

引导全县采取多种模式和“一坑一策”措施，历史形成的 31个

8000余亩砂坑，正在开展生态修复和开发利用：

——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治理砂坑。将凤城镇、开栅

镇的 8个砂坑、2479.08亩纳入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共实施土地

整理开发项目 4个，新增良田 1000余亩。

——推动企业主体治理砂坑。鼓励企业参与砂坑治理修

复工作，积极推动康欣药业扩产迁址，同步治理 4 个砂坑

680.47亩。目前，该项目可研已初步编制，正在进一步确定厂

区周边建设内容。推动野山坡沙棘、鑫利达骨料对 4 个砂坑

进行治理，打造沙棘特色小镇，进行绿化修复。

——开展土地置换吸引社会资本治理砂坑。鑫海化工、

鑫源钢模板两户企业拟联合对文倚村砂坑 150 亩进行治理，

用于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发展畜禽养殖治理砂坑。与大象农牧公司进行协

商，在开栅镇原采砂区选址，新建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及屠

宰车间，发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牵引优势，采取

“公司+农户”的方式，带动养殖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步完

成周边砂坑治理。

——实施河道整治治理砂坑。投资 2.94亿元，启动文峪

河综合整治工程，一期工程修复河道总长 9.2公里，河道内砂

坑 215.21亩已全部填平。

可以非常乐观地说，六种治理模式将围绕“村路河业”全

面改造提升基础设施，进一步推进文水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村”即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将凤城镇南徐村、开栅镇

开栅村纳入美丽宜居示范村，编制完成美丽宜居示范村庄规

划及村庄建设方案，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倾斜，全面开展

拆违治乱、村容村貌整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及卫

生乡村建设。

——“路”即结合国省道改造和四好农村路建设，对原采

砂区路网进行升级改造，形成“两廊环抱、三横三纵”的交通路

网。投资 1313万元，完成 307国道文峪河开栅大桥拓宽重建，

对 307 国道开展拆违治乱行动，拆章建筑 60 余处、7300 余平

米；投资 4720万元实施 241国道改造工程，已完成 8.2公里，两

廊环绕格局初步形成。在砂坑生态修复区投资 2431 万元新

建、改造交通路网 17公里，涉及 9个村、19条路，形成纵横畅通

的交通网络。

——“河”即推进文峪河综合整治工程，让文水的“母亲

河”两岸风光美起来。

——“业”即与中农富通公司对接，在砂坑生态修复区实

施农业嘉年华项目，打造“三生”融合发展示范区、精品农业展

示区、科技兴农引导区。

同时，按照“科学规划、合理选址、规范开采、及时复垦”相

结合的原则，积极争取省、市自然资源部门的大力支持，委托

专业团队编制《文水县建筑用砂矿矿产资源规划》，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吸引规模化、专业化企业落户文水集中开采加工，

推进砂石骨料产业规范发展、绿色发展。

思路决定成效，成效鼓舞民心。开栅砂坑生态修复治理

工程带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当地群众目睹了变化，看到了希

望。在樊家庄村村口，村民老樊看着整饬一新的油路会心地

笑了：“盼了多少年，终于等到今天了。挖砂让村里路难走，能

种耕地仅剩 10 几亩，听说引进项目开发砂坑，我们盼着这里

早开发让我们早受益。”结合整治，砂坑周围的路网建设已经

完成了前期的规划，开栅、文倚、武陵、北峪口、樊家庄、宋家庄

村内道路完成铺油。结合国省道改造和四好农村路建设，拓

宽重建 307国道文峪河大桥，在砂坑生态修复区新建、改造 6
条交通路网，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集中整治和清理环境卫生，

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加快推进“拆违治乱”工作，开栅镇美丽乡

村建设的步伐行稳致远、越迈越大……

砂坑修复仅仅解决了部分环境突出问题，民生保障的长

远发展之路还需奋力开辟。县政府党组成员、开栅镇党委书

记任应福有着自己的理解:生态修复必定要久久为功。要通

过生态修复吸引民间投资，接洽企业深度合作，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打造经济新亮点，将开栅的劣势转化为优势，让开栅镇

的产业脱胎换骨，实现生态修复、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

进步的良性循环，让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

来，推动开栅经济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让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

金山银山，真正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

文水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正经受着刮

骨疗毒、重生再造的艰难蜕变，正面临着走出低谷、迎接曙光

的美好前景。

回望半年多具有文水特色的生态修复路，文水带着精气

神走来，带着实干者的责任走来。因为这种坚韧与坚持，那一

片片“不可治愈”的砂坑，终将从他们身上变成希望。

不忘初心，接续奋斗。这条路，见证着文水广大党员干部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初心和使命；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这条路，浸

染着改革者创新者和实干者的的心血和汗水；

发展之路，永无止境。这条路，承载着英雄故乡不折不挠

追梦人的奋斗力量。

新时代风起云涌，文峪河畔美景如画。金山银山是拼出

来的；绿水青山是干出来的！曾经的千亩砂坑，如今通过实施

治理修复，一幅幅青山绿水、山河如画的生态文明建设美好图

景，正在文水大地徐徐铺展；

奋斗是最鲜明的底色，实干是最嘹亮的号角。我们已经

听到，一曲曲新时代奋斗者之歌，正在文水大地奏响……

使命引领前行 实干赢得希望
——文水县开栅砂坑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纪实

□ 文/马智勇 马红梅 图/郭敏

吕梁山下，文峪河畔，千年古镇——开栅镇守护着文水北大门。这里，风景秀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造访过，写下“看去都是图画”“美得使人心慌心痛”的佳句；这里，水土肥沃，曾因种植
小麦被国务院荣誉表彰过；这里，处于文峪河冲刷地带，集中了丰富优质的砂资源，且埋藏浅、易于开采，远近闻名。这些都一度带给了开栅镇乃至文水无比的傲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春风吹满地。伴随着周边城市建筑市场的兴起，砂，作为不可多得的特有建筑材料，被视为致富的宝贝，集体曾有组织、有规模进行开采。然而，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村民蜂拥而
至，无视规则，私下交易，个体砂场几乎一夜兴起。毁地挖砂、私挖滥采、无序开采，开栅镇，成为文水县砂场的代名词。

而今，30多年过去了，曾经美得心慌的开栅镇“朱颜”不再，目之所及，触目惊心：数千亩土地被毁，有的砂坑深达40米；地形、地貌，林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沙石裸露、砂坑遍地，风起沙扬、积水成湖……
望砂兴叹，望坑生畏。此起彼伏的千亩砂坑，大大小小布满河道，像一块块无法痊愈的疮疤，成为开栅的一道顽疾，文水的切肤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