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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长约 5.5公里的东川河人行

步道成了我市“网红打卡点”，不少市民、游

客沿着河畔散步健身，远望如黛青山，近揽

湖光山色，别有一番韵味，让市民和游客流

连忘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我

市紧紧围绕国家、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目标任务，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认真谋划

“十四五”环保新规划和新发展，以改善各

项环境质量指标为核心，积极安排部署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站在新的起点上，这座城市再次迈出

了新的步伐：一座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

的“美丽幸福新吕梁”，渐行渐近。

抓牢抓实督察整改

“利剑”高悬，目的是让环保成为文明自

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环

保督察不是一世，更不是一时，“利剑”高悬

不光是为了惩处破坏环境的现象，更是为了

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意”和“尊重”，让环保

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我要求。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对我市落实生

态环保责任、推进绿色发展的一次全方位

体检，更是一次发现问题、补齐短板的大好

良机。”副市长杨巨才说。

2021年4月28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了山西

晋能斜沟煤炭生态破坏典型案例后，我市第

一时间现场督办，从市能源局、生态环境局、

水利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抽调业务

骨干共 15人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山西煤焦

集团斜沟煤矿立即展开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工

作。并制定了《吕梁市煤矿及洗（选）煤企业

煤矸石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召开全市专题会

议进行部署，把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为期3个月的

煤炭采选企业煤矸石专项整治，以问题为导

向，借势借力，快查快处煤炭领域生态环境破

坏事件，切实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为期一个月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是对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全面检验，更是一次对我市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保护战略的有力推动。”市环

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央督、省督、市督，多管齐下，全市上下入

脑入心。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

信访案件、指出的问题，我市照单全收、立行

立改，第一时间反应。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亲自指导转办案件办理的有力带动下，各

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第一时间到现场摸情况，加大整改和督

办力度，强力推进转办案件的办理。

督察期间，我市累计接到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转办群众反映问题共 32批 340
件，已办结 335 件，阶段性办结 5 件。一批

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一批污染生态环境的问题得到有力查处，

一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整

改实效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污染防治标本兼治

“净空、净水、净土”行动是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的重点，我市以“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为目标，进一步提高站位，压

实责任，持续攻坚，全力保障 2022年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空气质量，下大力气坚决扭

转断面水质恶化态势。

打好蓝天保卫战，让“天更蓝”。持续推

进大气污染协同减排，我市扎实开展“两高一

区”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明确了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将整治目标任务方案化、项目化、

工程化、清单化，列入 13710系统进行督办落

实。推动落后产能关停淘汰，关闭焦化产能

140万吨、火电机组 2×2.5万千瓦；对 2户钢铁

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对19户焦化、30户水

泥企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实施大宗物料运

输“公转铁”，10户大型工矿企业接入铁路专

用线，2户正在进行专用线建设；全市国三及

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务 1575
辆，已完成 1594辆；对高铁高速沿线 12座煤

矸石、粉煤灰堆场开展规范整治，对重点行业

开展挥发性有机物防治自查自纠。

打好碧水保卫战，让“水更清”。我市先

后出台印发了《吕梁市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

2021年行动计划》文件，明确了工作任务、工

作目标、完成时限，为全市巩固提升水环境

质量提供了实施依据，多次召开关于水环境

巩固提升推进会议。同时，结合 15个国考断

面存在的问题，一断面一办法，印发《吕梁市

国考断面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方案》《关于

决战高质量完成全市国考断面考核目标任

务实施方案》，对标对表国家、省要求，全面

完成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53.3%以上

和消除劣Ⅴ类目标任务，提升国考断面水环

境质量，坚决杜绝不达标断面和劣Ⅴ类断面

出现，实现全年全市水环境质量排名退出全

国倒 10的水环境整治目标。

打好净土保卫战，让“地更净”。我市

完成全市 55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

和成果集成工作、完成 4户土壤环境重点监

管企业隐患排查。 （下转4版）

“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狠抓生态治理……”“要大力倡导、积

极践行，某些领域要强制推行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市委五届二次全会暨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确定的积极

稳妥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就

狠抓生态治理，积极推行绿色低碳新生活

进行了重点部署，彰显了保护黄河生态环

境，造福人民，坚决扛起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任务的吕梁担当。全市各级要强

化政治意识，胸怀大局，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自觉把推进生态建设和绿色低碳生产

生活纳入国家战略，统筹治山、治水、治

气、治城，推动各项重大任务落地见效，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天蓝地净的美丽吕

梁，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

要强化系统思维，山、水、气、城生态治

理一体推进。今年要重点围绕绿化、清洁

取暖、垃圾环保处理三方面改善山水气的

质量。各级各部门要多措并举、多向发力，

谋划好自己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行动

起来。持续推进植树造林，推进汾河百公

里中游示范区吕梁段、三川河生态综合治

理等重点工程，提升全年国考断面优良水

质比例。全面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确保市

区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全省领先和汾渭平原

前列、平川四县市稳定好转。建成投运吕

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和餐厨垃圾处理

厂，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推进城乡

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零填埋的目标。

要持续抓好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

改善生态环境要“建”“治”并重。要继续打

好污染治理攻坚战。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工业污染精准治理、城乡生活污染系统

治理、采煤沉陷区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尾

矿库污染源头治理。对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的县市要派出专班重点整治，对“散乱污”

企业露头就打。要充分发挥制度的力量，

坚定不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严

格落实河长制，推动水污染防治；建立以

“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强化人防技防区域联防，加大对生态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落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制；建立生态环境风险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强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处置，坚决守好生态安全底线。

要全面推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方面，乘转型发

展东风，把绿色产业构建好，要千方百计利用科技的力量，遏制“两

高”，推动技改，提高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的含绿量、含新量、含金

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在生活方面，倡导绿色建筑、绿色出行，建

设绿色城镇、绿色社区、绿色家庭。即，全面推广绿色建筑、绿色建

造，推广装配式建筑，推行住宅全装修。加快构建绿色交通体系，

探索实行免费公交，加快行人步道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严格控制

电动自行车增长，建设“自行车友好城市”。积极推进绿色低碳特

色示范镇建设，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等创建行动，

使绿色低碳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创造一切积极因素。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都是重大的系统

工程，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尊重客观

规律，持之以恒统筹推进。我们要坚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

展理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保持生态环境治理不松劲、不懈

怠，为构筑黄河流域吕梁生态屏障，为全市人民享受到绿色低碳的

新生活作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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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幸福“吕梁蓝”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综述

2月 9日下午 1点，临县碛口古镇游人

络绎不绝。“子灵文创”门店前，游人不时

驻足挑选烙画葫芦。

38岁的店主闫强强扎着辫子，留着八

字胡子，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

“这一串葫芦叫笑口常开：一个男娃

娃，一个女娃娃；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

皮；一个阳，一个阴……嘴小肚大容万事，

吐福纳气寓吉祥。”闫强强滔滔不绝地给

客人介绍着。

“不听你说，不知寓意。太好了！我买

一串。”离石游客小温爽快地掏了钱。

闫强强做生意讲究三点：一是产品吸

引人，二是形象让人记住，三是嘴里拿得

住人。他全占了。

老家在方山县大武镇西相王村的他，

初 中 毕 业 后 就 下 离 石 ，跑 天 津 ，到 大 连

……搬过砖，出过船，修过车，当过木匠，

养过车，烧过灰……历经磨练，选择工艺

品制作作为自己的事业。

“咱们这儿主要靠煤炭生存，不会长

久；旅游业是新兴产业，工艺品肯定会走

红。”闫强强分析。

小时候，老姨夫孙名喜的套色烙刻留

给他艺术的印记；在天津打工时，学习葫芦

烙画开启了他艺术的大门；木工经历教给

了他构造的知识。闫强强一头扎进了葫芦

烙画的学习。他相信，手艺加生意，一定能

满足自己艺术的爱好、生活的需求。

然而，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刚开

始的两三年，他的手工艺品不仅不美观，

而且销售也困难。人们经常看到他踽踽

独行于街头巷尾、地摊庙会、旅游景区。

他糊不了口，养不起家，过年连二三百块

钱也拿不出来。街坊邻居议论，父母不想

见他，妻子经常发脾气。但是，他没有泄

气。他想：“只要爱好，就能做成！”

他刻苦钻研技法。早晨六点，他就起

床，晚上十一二点，他才睡觉，中间除了家

人喊他吃饭的时间，他都在鼓捣烙画。别

人用专业烙画机，他用电焊烙铁。别人多

用顺笔，他多用推笔。别人单手烙烫，他

双手互动。他的工艺品越来越有味儿。

一次，他在离石世纪广场推销，一天就挣

了 700多元，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烙画之初，他只在葫芦上绘制各种吉

祥图案。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加，市场饱

和。“只有创新，才有市场。”闫强强转向了

创新的路线。他在葫芦上开个口，制作成

笑脸。他把葫芦与根艺结合……他的工艺

品越来越受到人们认可。他的套色烙刻入

选方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在首届吕梁

民间手工艺精品展中被评为最佳才艺奖，

他的作品在山西省第二、三届文创设计大

赛中分别获得群众最喜欢的文创产品奖和

最佳人气奖，他被评为第三届吕梁市工艺

美术大师。

“手艺再好，不会做生意也不行。”闫

强强在街头巷尾、地摊庙会、旅游景区寻

找产品和市场的结合。在北武当山的一

次庙会上，他挣过 7000 元。在陕西白云

山，他七天挣了 2万多元。九年前，他听说

碛口天南海北的游客多，就把自己的文创

产品摆到了那里。刚开始，他在空地上撑

个棚子做生意。两年后，他租赁了现在这

个门店，旺季开门，独自经营，生意火爆。

前几年不受疫情影响时，正月里半个月就

能收入 2万元。“不同的市场需要不同的产

品，我现在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外地客户、

高端客户。”闫强强说。一次，一个外地客

人一次就买了 800多元的东西。

现在，他在村里雇两个人帮助他种葫

芦，开作坊。在离石的租房内也雇了两人

做葫芦。他还和多家旅游景区合作。他

的烙画葫芦已经做得像模像样。妻子在

离石陪两个孩子读书。他家的小日子过

得十分滋润。

“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业，文创产品适

逢其时，我要做大手工作坊，为家乡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带动父老乡亲致富。”闫

强强说，他现在的梦想是做木雕，将来把

生意做到西安去。

古镇客商闫强强：特别的葫芦卖给特别的人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
员 安豪） 元宵节是春节过后的

又一传统节日。近日，记者在交

城县某大型超市看到，各种口味

的元宵成为了热销品。专柜上，

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元宵种类

丰富、品种齐全，进入热销状态。

“我们超市的元宵都已备货

充足，袋装的、散装的，不仅种类

与往年相比丰富了，而且口味更

是多了好几种，这几天前来购买

的顾客特别多。”超市售货员介绍

道，除了传统的黑芝麻和花生馅

料以外，超市又增加了水果馅料，

像草莓、蓝莓、香橙等，尤其是不

少品牌厂家还针对消费者追求品

质、注重健康的心理，特意将每种

口 味 分 出 了“ 有 糖 版 ”和“ 无 糖

版”，让有不同需求的顾客有了更

多的选择。

“ 我 今 天 买 了 些 黑 芝 麻 、豆

沙、五仁、桂花、巧克力口味的，

这 样 一 家 人 都 可 以 吃 到 自 己 喜

欢的味道。”前来采购元宵的市

民 陈 女 士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超 市

元 宵 的 种 类 越 来 越 丰 富 ，一 家

人 围 在 一 起 吃 元 宵 的 感 觉 特 别

好 ，寓 意 着 团 团 圆 圆 ，阖 家 欢

乐。

在交城县的大街小巷，街边

传 统 的 手 工 元 宵 同 样 受 到 了 市

民 的 青 睐 。 只 见 小 小 的 制 作 台

上摆放着各种制作汤圆的原料，

从选料、打馅儿到滚制，一个个

小 元 宵 就 在 人 们 的 眼 皮 底 下 一

点 点 变 大 。 元 宵 制 作 人 李 师 傅

笑着说：“传统老式元宵现场做

比较干净、卫生，大家也能看得

见，吃得也放心。元宵这几天卖

得很火，每天都供不应求。”正在

一 旁 忙 着 选 购 元 宵 的 市 民 张 阿

姨说：“手工元宵现做现卖，不仅

口感新鲜，最重要的是承载着几

代人儿时的记忆，大家吃着这种

传统手工元宵，更能感受传统的

佳节味儿。”

元宵市场“闹”得欢

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

活，增加年味儿，柳林县群众

自发扭起了水船秧歌，通过

传 统 文 化 向 全 县 人 民 拜

年。

王凤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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