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举目远眺，

是晴空万里的“吕梁蓝”。

层峦叠翠，碧波荡漾，放眼四顾，

是心旷神怡的“生态绿”。

这样一幅青山绿水、诗情画意的吕

梁生态文明美好图景，正是近年来，我

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扎实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深

入开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 ， 保 持 铁 腕 治 污 的 决 心 和 定 力 不 动

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

新量”“含绿量”，让蓝天碧水、青山绿

岸成为吕梁最鲜明的底色。

生态理念构筑“绿色堡垒”

2019 年，吕梁众多金字招牌中，又

增加了一张份量级名片：在 2019 中国国

际生态竞争力峰会上，荣获“2019 中国

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的称号。成绩的

取 得 ， 绝 非 偶 然 。 这 正 是 吕 梁 锲 而 不

舍，狠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重在高位推动。去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动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政治责任。全市上下坚持把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总书记“三篇光辉

文献”作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

本遵循，先学思想，后作决策。坚持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推手，坚持对

标一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奋发有

为”大讨论活动，持续检视问题，狠抓

整改落实。及时组织跟进学习习总书记

关 于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系 列 重 要 论

述，切实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不断增强落实中央省市

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生态环境保护，重在制度建设。为

了打好治污攻坚战，去年以来，我市进

行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新组建

吕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挂牌成立市级平川环境监察支队，全年

环境行政处罚 872 户，罚款 10329.96 万

元，停产整治企业 198户，实施查封扣押

企业 90户，取缔散乱污企业 68户。市人

大制定了 《吕梁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吕梁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吕梁市横泉

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进一步明

确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职责、防治措施和

法律责任，为我市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提

供了坚强的法制保障。制定印发 《吕梁

市 2019 年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实 施 方 案》 及

“两区三河”5个专项方案、《吕梁市生态

环保突出问题整治方案》 和配套的 6个专

项整治方案并全力组织实施，逐步为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筑 起 一 座 行 之 有 效

“绿色堡垒”。

生态建设夯实“绿色根基”

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16日，吕梁市区大气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5.38，PM2.5 平均浓度 39 微克/立方米；优

良天数 266 天，占全年比例 76%。吕梁蓝

天白云、空气清新的“好天气”越来越多。

2019 年，吕梁环境空气质量在 2018
年综合排名汾渭平原首位的基础上，继

续保持了 PM2.5平均浓度最低、改善幅度

最大、优良天数最多的不俗成绩，三项

主要考核指标两次位居汾渭平原 11 城市

第一。市长王立伟表示，吕梁环境空气

质量的持续改善，是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精神的结果，是市委、市政

府以上率下亲力亲为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的结果。

为了让“天更蓝”，全市以市区周

边、汾文交孝为重点区域，以工业企业

提标改造、“散乱污”企业治理、城乡居

民生活用煤清洁能源替代、扬尘污染整

治、机动车污染防治和严格管控秸秆焚

烧等为重点工作，治污、控煤、管车、降尘

同向发力，全力攻坚大气污染防治突出问

题。“以前冬天一身灰，现在坐在炕头暖洋

洋。”这是我市城乡居民冬季集中供热后

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全市以推进城乡集

中供热全覆盖为突破口，多管齐下标本

兼治，大力实施清洁供暖工程，为打赢

蓝天保卫战夯实基础。

为了让“水更清”，全市统筹推进饮

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镇污水、

农 村 排 水“ 五 水 同 治 ”，全 面 落 实“ 河 长

制”，持续开展河流水环境整治“六大专项

行动”，精准实施“七个一批”措施。针对

我市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现状，通过河

道治理、固废规范、生态修复、污水处

理等环境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建设，截至

2019 年底，三川河、文峪河、磁窑河干

支流先后完成河道整治，168户危险废物

产生单位完成整改，汾河流域吕梁段的

屠宰、酿酒等企业分别完成提标改造，

一批污水处理厂先后建成投运，有效保

障了吕梁的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为了让“地更绿”，全市坚持“打基础、

强管控、抓试点、破难题、防风险”五措并

举，进一步加大统筹推进力度。不仅要积

极治理“脏土”，更要全力管住固废，通过

不断推进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无害化处

理设施的使用，大力推进化肥、农药“零增

长”行动，确保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全覆盖。深入开展化工行业企业专项整

治，着力解决企业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

工业固废非法倾倒等问题，开工建设市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持续打好净土持

久战。

落实好中央和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与环境保护一系列改革举措，更要在生

态环境修复治理上下功夫。我市实打实

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责

任，硬碰硬解决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中的

问题，让优良天气不断增加，让污染指数

持续降低，让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吕

梁最鲜明的底色。

生态产业孕育“绿色动能”

一折青山、一湾碧水，今日吕梁，

天空澄碧，纤云不染，俯瞰吕梁山，水

青河畅，满目皆绿。

过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好日子，是吕梁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更是市委、市政府对人民

的庄严承诺。吕梁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在一个“战场”上，同时打响了增

绿与增收两场战役，做好“增绿、增彩、增

财”三篇大文章，让表里山河美起来、绿色

产业“活”起来、农民群众富起来。

金秋时节，在兴县孟家坪乡白家焉村

植树造林的现场，合作社的社员们紧抓秋

季植树好时节，掀起新一轮的造林绿化高

潮，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片 2000 多亩的黄

土地披上了绿装。“合作化造林模式”，如

今在吕梁已成燎原之势，贫困人口更是靠

着合作社造林脱了贫。

山头绿了，百姓富了。放眼吕梁大地，

绿水青山“生金长银”。以生态理念谋篇布

局，生态文明建设，创造着实实在在的绿色

GDP。“春天一到，我和老伴就扛上铁锹，

领上树苗上山种树。现在一年能领到 4万

元，不用找孩子们要钱花了。”贫困户王贵

唐笑得很满足。从“2018全国扶贫攻坚组

织创新奖”到“2019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

市”，生态产业孕育的绿色动能，成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林场和种

苗管理科科长刘浩淼介绍：“我们每年以

50 万亩以上的造林任务，推动沿黄四县

生态治理，森林覆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

点的速度递增，每年减少流入黄河泥沙

量 700 多万吨，平均降雨量增加 81.8 毫

米，绿色已经成为沿黄四县的底色。”

我市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实施太行

吕梁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政策机遇，累计

投入 70 多亿元，完成荒山绿化 330 万亩、

退耕还林 230 万亩、经济林提质增效 10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3.2%，全市经济林

总收入超过 15 亿元，林业总产值达到 64
亿元，100多万人通过生态扶贫增收，10万

贫困人口依靠生态脱贫，人均增收 2000元

以上。

春潮涌动处，奋楫击水时。沿着现

实的脉络，细数来路的点滴，如今的吕

梁，每个县至少有一个城郊森林公园，

公路、铁路沿线绿化彩化率达到 80%，

形 成 了 景 随 路 走 、 绿 随 车 移 的 生 态 走

廊，绿色已经成为吕梁发展的最美底色。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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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成为吕梁最亮底色让绿色成为吕梁最亮底色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综述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阮兴时阮兴时

本报讯 （实习记者 梁英杰） 新的一年，

我市民政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四届八次全会

暨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牢固树立“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工作理念，稳妥有序推进实施，恪

职尽守扎实工作，持续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加强

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工作机制，进一步

提升我市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

2019年以来，市民政局全面梳理社会救助

政策，规范完善最低生活保障行政文书，修订

健全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启动临时价格补贴机制，向城乡低保对

象和特困供养对象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城市低

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人均每月补贴 30元、农

村低保对象人均每月补贴 20 元，4-10 月份农

村低保对象补贴 987261人次、特困供养人员补

贴 120608 人次、城市低保对象补贴 205265 人

次，共发放 2759.1061 万元；实施敬老院提质

升级工程，整合关闭不合格敬老院 4 家，筹

集、争取 200余万元省、市福彩公益金，对柳

林县金家庄敬老院、汾阳市杏花村敬老院等实

施消防设施改造工程，选配 40余名敬老院护理

人员参加省厅组织培训和技术比武，着力提高

工作人员护理能力。

据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城市低保标准平均为 6396 元/年，

农村低保标准平均为 4368 元/年。截至目前，

共 为 3.2384 万 名 城 市 低 保 对 象 发 放 救 助 金

20022.2万元，为 15.0762万名农村低保对象发

放救助金 45260.5万元。

2020 年是脱贫攻坚“交总账”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局将完善低保信息系统录入工作，确保

业务数据、低保系统数据、财务台账数据一

致，统筹提高低保标准和特困供养标准，规范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管理，切实做到动态管理下

的应保尽保，进一步提升全市社会救助水平和

质量；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大力培育服务性、

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鼓励专业社会

工作者和志愿服务进社区服务，促进社区治理

能力提升；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推

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加强对村级事务的民主

监督，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

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推进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工作，到 2020年底，全市

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管

理工作，促进全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服务行业”的作用。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市委四

届八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指出，要

紧紧抓住我省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的历史机遇，坚持“增气减

煤、控量提效、延长链条”，全力推

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强化能源科技创新，

推动能源领域改革开放。市能源局

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今年将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积极推广利用煤炭清洁

利用新技术，持续推动全市煤炭洗

选行业产业升级，大力推进煤层气

勘探开发利用，加快推动分散式风

电开发，努力在改革创新中推动能

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我市退出落后

产能煤矿 6 座，退出产能 570 万吨。

非 常 规 天 然 气 累 计 投 资 101.91 亿

元，累计钻生产井 1131 口，非常规

天然气累计抽采 6.46 亿立方米。全

面完成村村通动力电任务，完成光

伏扶贫指标 21兆瓦。

在新的一年里，市能源局将优

化煤炭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新增产

能，确保全市煤炭核准总产能在现

有基础上只减不增，并逐步控制在

1.9 亿吨以内；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优势煤炭企业

实施减量重组，引导 60 万吨/年以下

煤矿通过减量重组有序退出，不断促

进煤炭产能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积极推动煤层气增储上产，采取有力

措施，有效遏制“占而不探”“圈而不

采”，推进“采煤采气一体化”，实现我

市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能力超常

规发展，计划全年煤矿瓦斯产量 6 亿

立方米，煤矿瓦斯利用 3 亿立方米。

加大煤电机组淘汰改造力度。制定

2020年煤电淘汰落后产能计划，同时

认真落实省编制的电力调峰能力建

设专项规划，鼓励推动我市 30万千瓦

级 及 以 上 煤 电 机 组 开 展 灵 活 性 改

造，提升其应急调峰能力。实施风

电、光伏提升工程，加快我市分散

式风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减轻电网

企业远距离外送压力，争取 2020 年

新增风电并网规模 30 万千瓦，新增

平价光伏发电并网规模 30万千瓦。

市民政局

提升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

本报讯 针对吕梁山区面积

大、农村人口多的特点，建行吕梁

分 行 党 委 高 度 重 视 依 托“ 裕 农

通”,做到求“快”、求“细”、求“广”,
实现防疫足不出村。

求“快”，即各支行迅速行动，

指定专人组建本县域的“裕农通”

服务点微信群，积极宣传新冠肺

炎防疫知识及客户急需的金融产

品知识。辅导村民借助“微医”平

台在线咨询、远程会诊，有效消除

恐慌心理，加快普通病情康复；求

“细”，即各行对存量“裕农通”服

务点信息进行梳理，完善少数服

务点不全的基础信息（含商户基

本信息），电话回访交易情况和辅

助设备配置情况，做到精细化管

理和精细化维护，为广大农民朋

友提供更优质和全面的金融服

务；求“广”，即通过“裕农通”服务

点金融服务的提升，让村口银行

真正变成老百姓身边的银行。满

足农村“足不出村办业务，少跑路

子强防护”的现实需求，把疫情

防控期间总行“十项措施”落地

在农村，为防疫阻击战贡献应有

的金融力量。

（武哲）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孝义市下堡镇对所有返乡人员，全部做到成立

一致的包联服务群、建立一致的干部代购机制、开展一致的心理关怀服

务、完善一致的卫生员防疫知识宣传和安监员防疫管控巡查制度，对在

返乡人员外围居住的家庭展开一致的上门宣讲活动，严格落实联防联

控措施,全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武殊君 郭峥 摄

建行吕梁分行

“十项措施”为防疫贡献金融力量

风景如画的庞泉沟交城界 469县道两侧。 记者 刘亮亮 摄

市能源局

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一手抓疫情联防联

控，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 2 月

16 日，走进复工的高阳农业园区

新希望六和食品有限公司，眼前

有序而忙碌。在企业大门门卫

处，戴着口罩的员工们排队登记、

测量体温，车辆进行消毒，一系列

严格程序后，人、车、货物方可入

内，而外来无关者，谢绝入内。从

2月 3号复工以来，该公司开足马

力生产，确保市场正常供应。

采访时，企业生产经理任广

正在生产车间巡查：目前已有 300
名工人上岗按两班到，每天屠宰

量能达到五万只鸡，再经过加工

销售，最终在超市与民众见面。

新希望六和食品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刘晓对笔者说：“在收到

单位的复工通知后，我们立即组

织人员安排生产，大家也都积极

主动地配合，及时上岗，保证民生

供给，希望能为抗击这次疫情做

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政 策 有 力 度 ，企 业 有 定 力 。

为保障企业和项目的正常生产，

在确保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

时，孝义开发区成立开发区服务

企业协调联动领导组，将开发区

干部、五大园区干部及所辖企业

分管副职纳入其中，强化疫情防

控机制，创优服务企业环境。

“为稳定企业正常生产，我们

协调该企业获得货运通行证，保

障了企业原材料与产品外销；同

时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务工人员短

缺问题，保障了企业生产运行。”

高阳农业科技园区企业服务队队

长刘海涛表示。

连日来，孝义经济开发区各

企业服务队深入各企业和项目工

地进行深入调研和督导，并相继

召开专题调度会议，督导各单位

疫 情 防 控 和 企 业 复 产 、项 目 复

工。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审时度势，多措并举，及时掌

握疫情对产业形势的影响，安排

部署项目推动方案和招商活动计

划；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采

取网络通讯、电话联系等方式；通

过网上审批、电话沟通等方式，加

快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加强

调度督导力度，完善领导分包责

任制，强化服务保障，积极主动帮

助企业和项目业主破解制约复

产、复工的突出问题，确保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确保项目按计划推

进。

（张世川 郝丁彬）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交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积极担负社会责任，全力以赴抗

击疫情，帮企业解困克难，助农民

春耕备耕，棒棒接力扎实推进，疫

情不止，抗疫不断。

该联社一是疫情期间服务不

打烊。疫情初期，交口联社防疫不

疏忽，服务不打烊，线上线下双管

齐下，每个网点坚持营业，当班

柜员坚持做好防疫“八件事”，柜

面准备口罩、洗手液、消毒液

等，服务必须到柜面办理业务的

客户，营业场所坚持定期和随机

重点消毒。同时开通了非预定到

期存款线上自动转存业务、积极

筹备开办线上贷款业务，既确保

了群众金融服务需求，又保证了

员工及客户健康安全。二是责任

担当硬核帮扶。为减少疫情影响

带来的损失，该联社班子成员和相

关部门负责人，及时深入重点企业

及农村开展调研，计划授信 1亿元

贷款帮扶企业渡过难关，1亿元贷

款帮助农民开展春耕备耕生产。

（李卫锋 武海平）

更严格防疫 保民生供给

孝义市新希望六和食

品有限公司提前复工

交口县联社

帮企业解困克难

助农民春耕备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