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在行动

近日，西安市举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暨2024年
第二次联席会议，通报西安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西安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上取得一定成绩。
横向来看，在全国排名从最初的 46 个重点城市第 36 位
（2018年第二季度），提升至目前同组21个超特大城市第9
位（2023年第四季度），并且始终稳居陕西省第一。纵向
来看，对比垃圾分类工作推广前（2019年），可回收物日均
增加了2800余吨，厨余垃圾日均增加了1100余吨，其他垃
圾人均日产量从1.2公斤降至0.8公斤，“两增一减”取得阶
段性成果。

截至6月23日，今年西安各类厨余垃圾的日均总进厂
量已突破1100吨（不含小型就地处理设施的处理量），较
2023 年全年日均 973.9 吨，增加了 126.1 吨，增幅达到
12.9%。

据西安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市
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较好的主城区为未央区、新城区，郊区县
为长安区、阎良区，开发区为航天基地、浐灞国际港。下一
步西安将加强志愿服务，进一步壮大志愿者队伍，完善垃
圾分类志愿服务机制。提高回收利用率，大力培育优质的
再生资源回收主体，探索“互联网+”回收模式，进一步改
善西安可回收物利用率低的局面。同时，加大执法力度，
严查不分类行为，进一步加大对厨余垃圾产废大户的督导
检查力度。让垃圾分类这件“民生大事”“关键小事”，在大
家坚持和努力下，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张佳

西安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稳居全省第一

厨余垃圾日均总进厂量突破1100吨

近日，俯瞰位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一块块太阳
能光伏板形成了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源源不断地生产绿色电能。

今年以来，国网宁夏电力坚持“全网统筹、保量稳率”，多措并举提升新能源
消纳能力，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袁宏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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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彭学坦）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区相关会议精神，凝心聚力共同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全力做好陕西省环保督察进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近日，汉中市汉台区组织各镇街、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召开了全区二季度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工作调度
会，会上组织观看了2023年黄河生态保护警示片，要求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对照警
示片反映的问题举一反三，真正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
位，切实在深化认识、把握精髓中扛牢重任、担好使命。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克
服盲目乐观、麻痹松懈情绪，切实把责任扛在肩上、工作
抓在手中、措施落在行动中，对各自承担的生态环保工
作任务再梳理、再补漏，一天一算账，一天一攻坚，以阶
段目标的突破保障总体目标的完成，确保打好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各执法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行业领域执
法监管，把从严执法作为环保工作的重要抓手，坚决防
止“双违”企业反弹；要在行动上“拉满弓”要强化攻坚措
施，树立效果导向，狠抓扬尘整治、企业减排、车辆管控、
秸秆禁烧等重点工作，确保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汉台

本报讯（记者 韩轩）近日，汉中市生态环境局洋
县分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观
看了警示教育片，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反躬自省、自我警
醒，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见行见效，持续在认
真学纪上下功夫，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推进县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纪律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切实把“六项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永葆政治忠诚，绝不能搞变通、打折扣；认真落实“三会
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一心为公、为民务实、履职尽责；认
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砥砺担当作为，执行制度不越
轨、担当作为不避责、真抓实干不弄虚，发扬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强化警示教育 助力清廉建设
洋县

记者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日前，陕西省农业农村
厅派出执法检查组，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黄河休禁渔执法
检查。

据悉，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统一安排，黄河流域9省区
分别组成9个执法检查组，对不同省区开展联合交叉执法检
查，旨在相互督促严格落实黄河禁渔期制度，加强黄河流域
水生生物资源管护。

陕西省检查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吴忠、银川、石嘴
山4市黄河休禁渔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通过实地巡查、夜间
执法、查阅档案、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宁夏全区黄河休
禁渔日常管理、案件办理、政策宣传等情况。

陕西省检查组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渔业渔政部门交流了黄
河休禁渔工作经验，为进一步完善各自黄河禁渔政策措施、
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吴莎莎

陕西完成黄河宁夏段
休禁渔执法检查

跟大多富平县居民一样，魏美玲有两大休闲
去处：石川河国家湿地公园和温泉河湿地公园。

“河道治理前可没有这么好的地方，湿地公园
现在是我们的幸福园。”魏美玲时常自豪地给外地
游客介绍。

富平县位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
干旱少雨，植被稀少。石川河、温泉河（以下简称

“两河”）是境内主要河流，一度成为季节性河流。
为走出“缺水少绿”的困境，富平县坚持“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
通过丰沛水资源、治理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保障
水安全、转化水价值，“五水协同”打造美丽城乡，
走出一条以“治水”为主线推进生态振兴的路子。

补水复畅流

“这些年，富平的生态越来越好，我拍到的
160多种鸟就是最好的证明。”富平县摄影爱好者
赵忠社欣喜地说，“有了水，越来越多珍稀鸟类来
安家，我打心眼里高兴。”

“为保障生态流量，我们通过桃曲坡水库下泄
生态基流，建设生态补水工程，引泾惠渠灌溉退水
及污水处理厂达标中水入石川河。”富平县水务局
副局长张西强介绍。

巧用中水补绿水。在温泉河湿地公园上游生
态补水点，每天都有来自污水处理厂的7000立方
米的中水流入河道。富平县建成 4 座污水处理
厂，中水主要用于企业冷却用水、市政绿化灌溉等
方面，其余全部为“两河”补水，构建起集约高效的
再生水循环链。

补水节水并重。富平县通过农业节水增效、
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持续推动节水型社
会建设，以“减法”促“增量”，不断提升水资源承载
能力。

“截至目前，石川河综合治理项目形成水面
40万平方米，蓄水量51万立方米。温泉河综合治
理项目水域面积35万平方米，蓄水量达到70万立

方米。”张西强说。

护水保安澜

“以前‘两河’里的水是‘不听话的水’。”张西
强如是形容。

20世纪80年代，富平县“两河”河道沿岸无序
采石采砂现象频发，造成防洪及生态功能严重缺
失。“上游来水多，但留不住，大水过境后，河滩都
是垃圾。”张西强回忆。

2014 年以来，富平实施石川河干流防洪工
程，建设温泉河、顺阳河等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和农田排水（碱）工程，累计新修、改造农田排水
（碱）各类排水沟106.9公里，“两河”城区段防洪标
准分别达到50年、20年一遇，构建起“两河”水系
安澜防线。

“富平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以‘两河’综合治理
为主线，整体性推进‘田塬河城’系统保护治理。”
富平县水务局总工程师陈锡伟说。

在富平县桥山南麓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山西片
区，漫山遍野都是半圆形白色育林板围成的树坑，
形成错落有致的鱼鳞坑。

富平县水土保持和移民工作中心生态治理股
股长解建军介绍，所谓鱼鳞坑，是指在平整山坡上

挖掘的有一定蓄水容量、交错排列、类
似鱼鳞的半圆形或月牙形土坑。在坑
内蓄水，种树成活率更高。

富平县对53条小流域进行综合治
理，并综合整治坡耕地、营造水保林、
栽植经济林，构建从山顶到沟底层层
设防、节节拦蓄的水土保持防护体系，
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91.66平方公
里。

如今，曾经的“水患之河”，已成为
“生态之河”“发展之河”“幸福之河”。

“活”水育生机

随着富平县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地下水位逐
年上升，温泉河泉眼复涌，街子村重新“活”起来
了：建设生态循环产业区、温泉生态湿地区、民宿
文化创意区，打造田园综合体，吸纳周边100多名
群众进园务工。

“2023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 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真正实现了水润
街子、水美街子、水富街子。”齐村镇街子村党支部
副书记王小玲掰起手指，算起“生态账”。

富平县以治水为突破口，把提升城市颜值与
吸引企业、发展产业、繁荣文旅等一体融合、贯通
推进，吸引了一大批企业来富平投资兴业，一大批
富平籍人士返乡置业，一大批优秀人才留在富平
发展。

“富平将始终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四水四定’原则，围
绕‘以水兴产、以产聚人’发展思路，统筹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价值，‘五水协同’全力
打造美丽城乡，切实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富平县副县长张增选说。

从“缺水少绿”到水畅岸绿，如今的富平，水抱
城，城绕水，水城相依，美不胜收。

陈宏江 梁少飞 耿杨洋

夏日时节，富平县温泉河湿地公园绿意盎然，风景如画。
王世奎 摄

从“缺水少绿”到水畅岸绿
富平“治水记”——

近日，烈日炙烤着塞上的土地，榆林绥德县辛
店沟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却绿树成荫，凉风习
习。一座座淤地坝拦沙淤地，一道道梯田高低错
落。在这里，“三跑田”变成“三保田”，坝地变成当
地老百姓的“致富田”。

70年前的绥德被称作“西北旱码头”，这里是黄
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水土流失严重，沟壑纵横、寸
草不生。后来，有无数造林者将青春奉献在这里。

70年后，辛店沟已成为水保科研、试验示范和
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和展示窗口。年过九旬的黄
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原总工程
师徐乃民望着眼前的一片翠绿，满是回忆。

“当年我们发现，每当暴雨来时，山峁与山坡
上泥沙俱下，经过沟底冲入支流、汇入黄河。而被
淤地坝一挡，水道变宽，水流渐缓，肥沃的泥沙淤
积于沟底，清水经溢洪道流走，沟底就‘变’出了良
田。”徐乃民说。

淤地坝建设，是陕北地区群众在长期治理水土
流失的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最初的淤地坝，距今已有几百年历史。

“增强水土保持能力，是改善黄河中游地区生
态面貌的关键。我们通过实施淤地坝工程等措
施，持续推进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黄河
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总工程师党
维勤说。

70余年来，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
试验站持续开展水土流失规律观测等工作，进行了
600多项专题试验研究，取得了130多项科研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黄土丘陵沟壑区的生
产实践，极大地推动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综合
治理和生态建设，形成了“戴帽子、系带子、穿靴子”

的“三道防线”，防止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近日，黄土高原深处的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

沟村瓜果飘香，绿意盎然。
“墙上的照片展示了高西沟人70多年艰苦奋

斗的生态治理历程。高祖玉、常秀英、高锦廉……
一个个模范人物是高西沟村的先进典型，凝结成
独一无二的高西沟经验。”在高西沟村水土保持生
态基地展览馆里，讲解员讲得生动，100余名中央
和省级媒体记者听得认真。

如今山清水秀的高西沟村，曾是一个仅有4平
方公里的“深沟村”。以前，“遇雨泥浆横流、遇旱
满地冒烟”，周边的21条沟就像绳索一样，将高西
沟村“绑”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

为了改变这一面貌，高西沟人提出了“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宜粮则粮”的“三三制”发展模式，全
面治理坡、沟、坬，使当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
护。同时，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坚持不懈补植补
造空白区域营造林2000亩，绿化道路7.49公里，栽
植树木3.5万余株。

现在，“雨量增多”“天旱地不旱”的小流域气
候已在当地形成，黄土高原绿色传奇正从浅绿向
深绿挺进。

为了将生态资源转变成生态红利，眼下，勤劳
的高西沟村村民正在为全村千余亩苹果套袋。他
们期待着丰收。现在的高西沟村不断打造农产品
品牌，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良性循环路子。

如今，站在高西沟村龙头山上放眼望去，漫山
遍野的苹果园覆盖着巨大的白色防雹网，蔚为壮
观。当年的穷山沟变成了闻名全国的生态村，成
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

一场雨过后，远远望去，榆阳区小纪汗林场内
10万亩樟子松好似一片绿色海洋。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有大小连绵的沙丘1048
座，是威胁榆林城区的主要风沙口。”榆阳区小纪
汗林场场长罗向军说，荒漠现在变成 10.9 万亩防
风固沙生态林，形成了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

罗向军望着眼前的生态林，神情里满是自
豪。“这240万株樟子松活下来不容易，它们为榆林
市主城区构筑了一道绿色防沙屏障。”罗向军说。

这座塞上名城的森林覆盖率已由新中国成立
前的0.9％提升到现今的36%，沙化土地治理率高
达93.24%。

陕西是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点，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2023年，陕西水土流失面积较2022年减
少1261平方公里，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
降，水土保持率增加0.61%，达到70.15%。在数代
人的努力下，榆林上演了水土治理的生态奇迹，书
写了兴水治水的榆林答卷。 马腾

水土治理显成效 千亩良田盘山卧

绥德县辛店沟绿树成荫，小流域综合治理成
效显著。

近日，西安市临潼区马额街道南刘村的农田
里，182岁的“柿如意”迎来了一大批游客。

这棵枝繁叶茂的古柿树是临潼本土火晶柿子
树，近两个世纪的生长，让它犹如一把巨伞，在田
野里擎立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村里人亲切地唤它

“柿如意”。
当日，临潼区“保护古树名木 寻觅记忆里的乡

愁”古树名木探幽精品线路正式发布。据了解，临
潼区现有认定挂牌散生古树名木180棵、古树群1
处。散生古树数量位居全市前三，其中千年以上特
级保护古树4棵，500年以上一级保护古树26棵，300
年以上二级保护古树38棵，100年以上三级保护古树
112棵。

为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挖掘秦岭北麓
生态和人文价值，此次临潼区以古树名木地理信

息、历史人文、形态特征、资源禀赋、保护优势为基
础，设计了3条古树名木探幽精品线路。

临潼区林业工作站站长陈智明介绍，1 号线
路起点位于马额街道南刘村附近，沿途经过穆桂
英练兵场、营地及其拴马桩等景点，沿线有“庙上
千年皂荚”“穆柯寨降龙木”“黄连木古树”等 8 处
古树景观，是感受民族精神的最佳古树探幽线
路。2号线路从临潼出发沿穆寨方向，涉及“三生
树”“核桃古树”等12处古树景观，沿路幽径蜿蜒、
静谧秀丽，是领略自然风光的最佳古树探幽线
路。3号线路从临潼凤王沟古庙开始，沿路观赏秦

陵、代王等历史文化名镇的古树，最后落脚中国十
大最美古国槐——胡王汉槐，沿途还有“李家村皂
荚”等7处古树景观，是领略历史文化的最佳古树
探幽线路。为方便游客了解古树历史，临潼区还
为3条探幽路线上的古树制作了涵盖基本信息、历
史典故等图文结合的二维码名片。

今年7-11月，临潼区将采取一周一树一景的
方式，持续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宣传展示探幽路
线上的古树图片、历史故事、附近的特产美食、农
副产品等，邀请广大游客探秘古树历史、游览古树
奇观、寻觅绿色乡愁。 张佳

挖掘秦岭北麓生态和人文价值
3条古树名木探幽精品线路发布

日前，为更好促进地质公园、地学旅游创新多元发展，由
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
分会、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的“地学科普传播与提
升”地质公园科普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我们围绕地质公园遗迹保护、地质旅游资源开发及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研创、国际交流、科普教育等方面展
开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助力公众了解和认知保护地的科学
价值，吸引公众参与保护地保护。”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副局长王闯说。

据了解，秦岭终南山是中国南北天然的地质、地理、生
态、气候、环境乃至人文的分界线，以秦岭造山带地质遗迹、
第四纪冰川地质遗迹、地貌遗迹和古人类遗迹为典型特色，
素有“造山带博物馆”“中国天然动物园”“亚洲天然植物园”
的美誉。

自2009年成为世界地质公园以来，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
公园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自然资
源、地质灾害、气候变化、教育、科学、文化、女性、可持续发
展、地质保育等主题开展系列活动，推进地质公园科普传播
与建设，打造了“地质科普进校园”“高校科普志愿者训练营”

“秦岭青少年儿童营地”“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云上博物
馆”等研学实践活动和品牌，有效推动公众提升自然资源科
学素养、践行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李欣泽

地质公园科普研讨会
在西安召开

生态环境部将出台《加快推动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方案
（2024-2027）》《规范废弃设备及消费品回收利用处理环境监
管工作方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暂行规定》《生态环境部
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实施方案》等4
项生态环境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1+N”政策体系相关文件。

《加快推动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方案（2024-2027）》计划
今明两年，分别修订18项和23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规范
废弃设备及消费品回收利用处理环境监管工作方案》对完善
政策标准、强化环境监管、规范废弃设备及消费品回收利用
处理工作作出部署。《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暂行规定》针对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方案制定、实施应用、调整更新、数字化
建设、跟踪评估、监督管理等6个重点环节，提出具体管理要
求，全面规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生态环境部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责任分工，全面推动《关于加强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意见》落地应用。 寇江泽 张舒卉

生态环境部将出台4项
促进新质生产力政策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