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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聚 焦 “双十工程”“五条绿色走廊”项目调研行

本版责编 陈永年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本报讯（记者 陈永年 余 果）为推动远
程异地评标项目常态化，实现交易平台和评标
专家跨省市资源共享，提升评标工作公正性。
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城市政府采购中
心）在 4 月 19 日完成省内异地评标基础上，于 4
月 24 日又与山东省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通力合作，成功完成了我市首个跨省域远程异
地评标项目，开创了我市远程异地评标活动跨
区域专家资源共享先河。

本次远程异地评标活动以聊城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为评标主场，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副场，远 程 异 地 评 标 项 目 的 招 投 标 代 表 人
在主场参与评标，双方分别从专家库系统随机
抽取共计 5 位专家（运城市 2 名、聊城市 3 名）进
行评标。在本次活动中，两市协同配合、互联互
通，全流程电子化实施了本次开评标活动。

项目开标前，两地交易中心克服地域差异，
首先进行了密切的沟通协调，认真落实专家抽

取与身份核验、主副场技术联络、评审等各工作
环节，确保过程安全稳定。在评标过程中，招标
代理人及几位专家依托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进行实时视频同步、在线沟通，远程评标系
统全程实时监控专家评标行为。评标全程录像
录音，资料均记录存档，整个评标过程规范有
序，全程留痕，可查可溯，确保评审全过程畅通、
公平、公正、高效，促进了招投标工作从传统方
式向数字化转型的再次升级。

在 4 月 19 日实施的省内异地评标中，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与长治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
力协作，顺利完成了“平陆县城西小学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的远程异地评审工作，这是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系统升级以来首次跨市开
展远程异地评标工作。此次异地评标活动以我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主场，长治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为副场，依托远程异地评标系统，在整
个评标过程中通过画面同步直播、语音实时交

互、全过程网上操作留痕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同
一项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评标专家远程同时
评标。

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降
低人为干预，使评审过程更加透明、评审效率更
加显著、评审结果更加公平。同时有效加强地
域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是招投标工作数字化发
展的有益探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该中心将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营商
环境，在招投标“一网通办”和全流程电子化基
础上，持续推进跨市域、跨省域远程异地开评标
常态化，促进评标专家资源跨区域共享，推动全
国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合作交流，进一步为区域
合作发展注入新活力，着力打造我市阳光透明、
优质高效、清廉交易服务平台。

右图：我市两位专家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为山东省聊城市一项目进行远程异地评标。

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顺利完成我市首个跨省域远程异地评标项目

●编者按：
今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
施五周年，围绕市委、市政府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 展 系 列 讲 话 精 神 ，我 报 与
运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促进中心联合举办

“双十工程”“五条绿色走廊”
项 目 调 研 行 系 列 活 动 ，全 方
位展示我市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建 设 取 得 的 成 就 ，今 日 刊 发
第一篇，敬请关注。

稷 山稷 山 ：：春 风 又 绿 汾 河 岸春 风 又 绿 汾 河 岸
本报记者 朱 姝

“太美啦！”4 月 9 日，春光明媚，在稷山汾河
国家湿地公园观景台上，在翠绿草坪的衬托下，
花海越发美丽。游客一边忙着打卡拍照，一边
感叹。

他们身后，就是黄河在山西境内的第一大
支流——汾河，汾河河水在静谧地流淌着。正
值生机勃发的春天，汾河两岸绿意盎然，不远处
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

在稷山，有黄河锣鼓的气势磅礴，有教民
稼穑的悠久农耕历史，有现代农业的欣欣向
荣，也有后稷文化、黄河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
相辉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
战略决策，也如一缕“春风”，吹过这片土地，写
就稷山以绿色生态为重要底色的发展新篇章。

河流治理
托起绿色生态新保障

驱车行驶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稷山段上，
汾河流水时疾时徐，偶有水鸟掠过水面，让这条
山西母亲河更显灵动。

在汾河流域稷山县干流段综合治理工程现
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内边坡防护施工，
将一片绿网覆盖在河道边坡上。

“这些绿网是三维固土网垫，可防止水土流
失。我们还在河道边坡上铺设了椰丝毯，并多
次播撒草籽，在防止水土流失的同时实现绿化
景观效应。”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道。

连日来，在汾河流域稷山县干流段综合治

理项目和汾河干流稷山段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施
工现场，工人们如火如荼推进项目建设，铆足干
劲全力跑出了施工“加速度”。

其中，综合治理项目目前已完成堤防改造
40.333 公里、穿堤管涵改造 77 处、防汛抢险道路
硬化 30 公里、堤防边坡防护 40 万平方米等，完
成投资约 3.38亿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85%。

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新建左岸以
路代堤 7.367 公里、护岸改造 7.965 公里，分洪缓
洪区控制闸 2 座闸门、闸房主体已完工，入汾闸
改造 4 座闸门、闸房主体已完工 ，完成投资约
1.51亿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68%。

据悉，汾河流域稷山县干流段综合治理项目
和汾河干流稷山段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总投资共
6.21 亿元。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 3.97 亿元，主要
建设内容堤防改造 42.414公里，穿堤管涵改造 77
处，防汛抢险道路硬化 42.801 公里，建设堤防安
全监测点 286 个、基准点 22 个，堤防边坡防护工
程 122.49 万平方米等。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总投
资 2.24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左堤堤防 7.367
公里（含险工段防护 1.93 公里），护岸改造 7.965
公里，防汛抢险道路 15.332 公里，堤坡防护 19.87
万平方米，建设堤防安全监测点 52 个、基准点 4
个，新建或改造入汾闸 7座，主河槽疏浚及边坡平
整 41.4公里，设置 1处工程信息化中心等。

“下一步，我们将乘势而上、再接再厉，严把
质量、加快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争取 9
月份完成工程全部建设任务。”该项目负责人介
绍道。

生态在不断改善，景色在逐渐升级。沿汾
河建设的稷山汾河国家湿地公园已成为集休
闲、旅游、健身、观光于一体的大型生态文化景

观，也成为众多游客心中的打卡地。
沿着黄河一号旅游一路走，来到稷山汾河国

家湿地公园观景台，针叶天蓝绣球竞相绽放，姹
紫嫣红、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来踏青赏花，成为汾河岸畔一道亮丽的风景。

因水有灵气，因绿有诗意。
站在观景台上眺望，只见汾河奔流不息，河

堤两岸逶迤蜿蜒，湿地植被生机盎然。观景台
上三三两两聚集着前来打卡的游客。

“我们是附近吴嘱村的村民，自发组了一个
舞蹈队，今天有空，就来这边拍拍短视频。这边
的景色太美了，把我们也拍得特别美，所以我们
都换上统一服装，边跳边拍。”吴嘱村村民景云
霞说道。

近年来，稷山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持续加大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河岸绿化、景观打造力度，高标准建设汾河国家
湿地公园，全力构建城市水系绿地新景观，绘就
了鸟语花香、水清岸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画卷，让市民充分享受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
成果。

文旅融合
铸就生态绿色新赛道

枣园成公园，公园成景区，就连祖辈管理的
枣树、居住的老宅也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打卡地，
在我市“五条绿色走廊”之“沿汾生态文旅融合
示范带”项目建设推进下，稷山县国家板枣公园
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推进。

走进板枣公园，造型各异的景观小品散落
于千年枣林之间，璀璨夺目的盛世华灯成为年
轻人的打卡地，五彩斑斓的花朵点缀于人行步
道两旁，静坐听鸟语，闲步观枣景，风来板枣
香……

在板枣公园深处，一方别致庭院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走进庭院，只见院内一间间造型别
致的独立民宿错落其中，给人一种温馨之感。

咖啡馆、露天音乐舞台、各色餐厅等与民宿
小屋交错在这一庭院中，整体布局极具现代感，
与庭院外的千年枣树群交相辉映，让游客有古
今穿越的神奇体验。

“这里是我们开发的集吃、住、娱为一体的唐
枣星空庭院，充分挖掘当地自然风光，以文旅带
动农业，以农业回馈文旅，带动产业振兴，解决当
地 200 余名群众的就业问题，让百姓在家门口安
居乐业。”该民宿负责人陈娜说道。

集吃、住、娱为一体的唐枣星空庭院充满
了治愈气息，彻底俘获了游客的心。寄情乡野
的人们纷纷来到此处，步入万亩枣林，入住星
空庭院，浅尝一炉煮茶，近距离感受大自然，
享受户外生活的乐趣，整个清明假期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据介绍，打造板枣公园野奢民宿品牌，可
以吸引更多人来板枣公园，体验枣乡文化。仿
生建筑设计的神秘感、星空玻璃营造的绝美夜
景、印第安风格的六边形建筑等等，没有哪一
处不凝结着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与憧憬。

“下一步将加快对星空庭院三期的项目建设
进度，今年我们将对庭院客房进行改造升级，
在满足游客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增设温泉
康养功能区，在现有的每间房间的外围新增独
立温泉泡池。此外，还将建设 1座可容纳 240人
用餐的宴会大厅，使星空庭院升级为一个集餐
饮、住宿、康养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区。”陈娜
说。

促进农文旅融合一直是国家板枣公园努力
的方向。截至目前，景区依托千年板枣林，已建
成板枣童话乐园、星空民宿、博物馆等，形成了
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业态，且各业态之间
相辅相成，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需求，初步形成
了完整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高效产业
书写绿色环保新篇章

汾河两岸春潮涌动，一批重点
项目加快实施，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基石”正加速提质，绿色环保正在翻
开新的篇章。

走进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
可以看到，整个厂区满目翠绿，生产线延伸到哪
里，绿化带就跟进到哪里。花坛、花带轮廓清
晰，整齐美观，层次分明。很难想象，这是一家
生产炭黑的化工企业。

厂 区 内 一 角 ，一 个 项 目 正 在 进 行 设 备 调
试。据了解，这里正是煤焦油精细加工及特种
炭黑综合利用项目现场，作为我市“双十工程”
项目之一，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 7.13 亿
元，上缴税金约 1028 万元。届时，炭黑年产能将
由原先的 34 万吨增加到 41 万吨，并新增 4 种精
细化工产品。

“该项目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是通过产品
研发在特种炭黑领域增加市场份额，增加盈利
能力，提高行业话语权；二是在精细化工领域
继续深耕，拓宽盈利渠道；三是通过构建‘炭
黑+煤化’两条腿走路的双支柱产业格局，进
一步实现能源的充分利用、吃干榨净，化解经
营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迈进中高端化
工企业门槛。”该项目负责人吉英俊说道。

生产过程中，永东股份将附近焦化企业产
生的煤气引流入厂用于炭黑生产；炭黑生产中
未完全燃烧的尾气，一部分经过脱水输送至煤
化分厂用于煤焦油加工，其余全部输送至发电
分厂用于自备电厂发电；自备电厂的电力给公
司生产生活提供清洁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蒸汽除了自用之外，还能出售给临近企业。

今年以来，稷山县强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持续加快工业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延伸，
建立了“焦炭—煤气—煤焦油—蒸汽—精细化
工—碳基新材料—固废”的综合利用大循环产
业链，形成了“链条式发展、循环型经济”发
展格局，促进了当地企业固废资源循环再利
用，带动了稷山经济可持续、绿色低碳发展。

图② 永东股份煤焦油精细加工及特种炭
黑综合利用项目正在紧张施工。

图① 稷山县大佛文化园俯瞰图。

图③ 稷山县汾河湿地公园大桥正
在有序推进中。

图④ 美丽宜人的稷山县城西民乐
园公园。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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