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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运城全面实施“退盐还

湖”，湖区的工业生产活动被全面清退，
堤岸整治、防汛加固等生态修复专项工
程顺利实施，“绿山、治水、活盐、兴产、靓
城”综合治理一体推进。

如今，132 平方公里的湖域内盐畦
如织，人行道蜿蜒向前。漫步在盐湖的环
湖步道上，空气清新宜人，植物茂盛生
长，成群的飞鸟在湖面上嬉戏。那些或用
于防涝防汛，或用于筑畦产盐的堤埝纵
横交错，更成为盐湖独特景观的一部分。
在盐湖最东边的 0 号滩上，堤埝除险加
固与生态修复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以前，这些堤埝有的垃圾成堆、杂
草丛生，有的损毁严重、高低不平，最窄
处仅 0.5 米宽，存在垮堤的危险。”提起盐
湖堤埝以前的模样，运城市水务投资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素平不由自
主皱起了眉头。

“这次修复过程中，我们依照盐湖原
有的轴线进行平整加固，保持原有堤埝
的走向和纹理不变，使之更加整齐美观。
经过清淤疏通后，0 号滩原本裸露的滩
涂已恢复清澈水面。”说到这些，杨素平
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2021 年以来，在不破坏畦堤功能、
不减损动植物食物链条的前提下，运城
市持续实施盐湖堤埝除险加固及生态修
复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堤埝除险加固
117.4 公里，环湖绿道 16.93 公里，边坡绿
化 93.27万平方米。

沿环湖绿道一路前行，关妍告诉调
研组，位于盐湖区小李村北的原盐化七
厂运硝路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尘土飞扬的“水泥路”变身成了一条
色彩斑斓的“彩虹路”。

“盐湖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我们
骑行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一路骑来感觉
惬意极了！”路遇的骑行爱好者李鑫民开
心地和调研组分享骑行感受。

原运硝路改造、堤埝平整加固、畦田
清淤、水系疏通、边坡绿化——经过治
理，一个风景优美的生态盐湖展现在人
们面前。

运城的视野不仅仅限于盐湖，他们
正以更大的魄力布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启动总投资达 6223.36 亿
元的“双十工程”，黄河、汾河、涑水河、中
条山、峨嵋岭“五条绿色走廊”建设如火
如荼，而“一泓清水入黄河”系列工程的
实施，更极大改善了黄河“几字弯”最后
一拐的生态环境。

依法治理，科研深耕兴
产业

“盐湖堤埝上的鸟蛋都快让野狗吃
光了！”运城市公安局城南分局局长李
志向调研组讲起他们的一次行动：那是
2023 年春末夏初，正在开会的他接到
信息员反映后，立即部署对盐湖湿地内
破坏鸟类栖息地的流浪犬展开专项行
动。

每年四五月份，是盐湖水鸟产蛋孵
化的重要时期。一些流浪狗徘徊在岸边、
草丛，偷食鸟蛋、捕杀幼鸟、追逐鸟类，极
大影响了水鸟繁育，破坏了盐湖的生态
系统。

城南分局民警冯海涛告诉调研组，
这次专项行动中，城南分局和市盐保中
心巡护队共捕捉 24 只流浪犬，并安全移
交给流浪犬收容站。

专项行动后，城南分局还组织警力
深入宣传生态保护禁令，激发大家保护

盐湖、保护鸟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从一开始的不理解、不配合，到后

来主动反映，再到囊括各行各业的 16 人
信息员队伍，如今越来越多人加入守护
盐湖生态的行列中。”冯海涛说。

今年 1 月，运城市公安局城南分局
盐湖保护警务站揭牌。这个警务站不仅
是执勤巡逻的前沿阵地，更是连接各方
的联络枢纽，将警务工作的触角延伸至
盐湖保护的最前线。

2021 年开始，运城市陆续打出法治
“组合拳”，下大力气解决巡护力量薄弱、
治理效能低下等难题，加快保护进程，一
系列重要措施得以实施。

“盐湖公益诉讼工作站”“盐湖生态
和文物司法保护基地”“盐湖生态和文物
保护检察工作站”“盐湖生态和文物保护
巡回法庭”等相继挂牌，彰显了运城保护
盐湖的决心与力度。

关妍说，随着《运城盐湖保护利用工
作方案》印发实施，30 多个部门在盐湖
保护利用方面的职责得以明确，逐步构
建起了“行政执法+刑事打击+检察监
督+司法审判”的盐湖生态文化保护新
格局。

在这张不断织密的安全网护佑下，
盐湖更显绚烂夺目。从空中俯瞰盐湖，斑
斓色块镶嵌在广袤的大地上。

“这得益于盐湖各畦畹中矿物质遗
存的不同，以及藻类植物和浮游生物繁
殖，共同编织出一幅‘七色涟漪泛畦畹’
的画卷。”关妍自豪地说。

盐湖的高盐环境对一般生物而言是
“生命禁区”，然而，这片古老的生态资源
宝库却孕育着搅动湖水色彩的生命。为
进一步探索盐湖的生态奥秘，为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山西省运城
盐湖保护利用研究院应运而生。

盐湖是生态资源宝库，也是历史文
化宝库，更是一个科研资源宝库。调研组
了解到，截至目前，盐湖保护利用研究院
成立之初“揭榜挂帅”的 10 大研究项目
已全部立项并进入研究阶段，围绕盐湖
研究获批的项目多达 31个。

如今，该研究院的“嗜盐微生物利

用”团队已从盐湖中分离出嗜盐细菌菌
株，并发现了 15 个新物种，为盐湖的微
生物资源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盐湖这一生态资源宝库中，卤虫
作为天然优势物种，具有净化水质、促进
生态平衡的作用。盐湖工业生产停止后，
生态养殖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
态的最重要手段。

“生态养殖需要调养适合卤虫生长
的卤水，这种卤水也正是盐湖独特生态
资源和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山西
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元明粉分公
司经理王卓介绍，“卤虫的生命周期一般
为两三个月，通过人工科学干预卤虫繁
育，能有效改善盐湖水质，维护生物链的
平衡稳定。”

“卤虫因体内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成
分，以及近 20 种氨基酸和丰富的维生
素，还可用作幼鱼、幼虾、幼蟹的‘开口饵
料’。”王卓说。

随着盐湖生态环境得到有力改善，
适宜天然卤虫生长的水域不断扩大。围
绕盐湖生态养殖，运城盐化集团与相关
企业紧密合作，相继推出众多附加值高
的观赏鱼饵、酶浆、卤虫虾片等精深加工
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不 止 卤 虫 ，运 城 盐 湖 的 另 一“ 宝
贝”——黑泥，也备受瞩目。这种黑泥富
含 矿 物 质 元 素 和 黄 腐 酸 ，如 何 实 现 点

“泥”成金？运城不断加强与高校、科研机
构深度合作，通过深化黑泥研究、做好规
划引领、扩展产业链条，加快推进黑泥资
源开发利用。

作为运城盐湖生态治理及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七彩盐湖景区全面提升改造
项目占地 160 多亩，总投资约 1.8 亿元，
包含黑泥康养生态体验馆、“五步产盐”
体验区等 14个功能区域。

“我们充分利用运城盐湖的黑泥和
河东大盐这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希
望把黑泥、河东大盐与养生康养体验带
给全国游客。”七彩盐湖景区运营总监王
兵告诉调研组。

从警务站的坚守到科研团队的深
耕，从生态养殖的繁荣到黑泥资源的开

发，每一环都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盐湖
保护利用的蓝图，也生动诠释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赓续文脉，城市旅游添
魅力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在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这曲悠扬的上
古歌谣《南风歌》响起，尽显盐池古韵，吸
引游客驻足。

“真是太震撼了！仿佛穿越回了千年
前的盐池边，亲眼见证了那些古老的制
盐工艺。”来自河南的游客焦婷观看实景
演出《宋韵·南风歌》后由衷感慨道。

据了解，《宋韵·南风歌》已上演近百
场，观众约 35000 人次。借势火爆“出圈”
的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也成为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地区的热门旅行目的地。

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是盐湖生态保
护开发利用的重点项目，珍贵的文物实
物、翔实的史料文图、生动的场景视频、
逼真的复原景观，激发着游客对河东自
然景观和人文古迹的探索兴趣。

近年来，运城市多个部门联动，通过
编撰“千年盐湖”丛书、普查盐湖周边文
物、整理历史文化资料等方式，逐渐厘清
盐文化发展脉络。同时，通过“盐文化万
里行”活动，组织专家探寻盐历史遗迹，
收集相关传说与民俗，不仅印证了运城
盐湖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加深了游客对
盐文化的理解与体验。

步入盐湖北岸的河东池盐博物馆，
调研组的目光瞬间被大厅内一个巨大的

“盬”字所吸引。
“‘盬’，读作 gǔ，在《说文解字》中的

注解为‘河东盐池也’。”河东池盐博物馆
讲解员曹英豪娓娓道来，“博物馆运用先
进的声、光、电技术，再现了盐池的形成历
程、历史变迁以及盐的生产方式，全方位
展示了运城池盐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里展示的是垦畦浇晒法，又称
‘五步产盐法’。”曹英豪告诉调研组，“五
步产盐法”初萌于春秋战国，终成于隋唐
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盐业生产史的一
个划时代标志。

“宋代以后，‘五步产盐法’传至沿
海地区，取代了当地的煎煮成盐法，这
一先进生产方式领先世界海盐生产技
术 1000 余年。英国生物化学和科学史
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
技术史》一书中，称‘五步产盐法’为

‘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活化石’。”曹英
豪说。

而 今 ，在 经 历 了 70 多 年 的 断 层
后，传承千年的“五步产盐法”正慢慢
得以恢复，目前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一代又一代传承人重新
将其拾起，并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与优
化技艺。

运城不仅拥有深厚的盐文化，亦
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滚滚黄河
从河津龙门进入运城境内，穿越 8 县
市 345 公里，成为黄河干流在山西流
经最长的市。而与之并行的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穿越崇山峻岭，将美丽乡
村、特优农产品基地和人文自然景观
紧紧串联在一起。

来到位于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
段东侧寨子沟的黄河农耕文明雕塑博
览园，沿沟壑深入，23 组不同材质、风
格迥异，由全球顶尖艺术家创作的农
耕文明雕塑作品不断闯入调研组视
线，展现出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路行，一路景。“‘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串联起全市 81%的 A 级景区。”
运城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卫景海表示，
近年来，运城绘就全市旅游公路“一张
蓝图”，带动全市“五条绿色走廊”建
设，美化、绿化、亮化、净化、文化“五
化”效果集中呈现。

卫景海说，随着全域旅游生态公
路网展开，运城围绕黄河文明、生态观
光、农旅融合三大主题深入挖掘黄河
文化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运城市坚持以新理念、新
举措、新作为推进盐湖生态保护利用
各项工作高效开展，让千年盐湖实现
华丽转身。

规划引领与保护优先的深度融
合。科学规划为盐湖的未来发展描绘
出明确蓝图，不仅注重空间的合理布
局，更致力于维护盐湖的生态平衡。运
城通过编制实施《盐湖生态保护与修

复规划》，明确了核心保护区、一般控
制区、功能拓展区等三个区域，进一步
加大对盐湖生态基底的保护管控力
度。同时，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的新理念，以理念引领发展，通过一系
列生态修复举措，从根本上恢复了盐
湖原有的生态系统和自然风貌，提升
盐湖的“含绿量”和“含金量”。

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并重推
进。运城全面实施“退盐还湖”，并投入
大量资金进行水系治理、山体修复和
环境整治，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同
时，拓展资源利用的新思路，充分挖掘
利用盐湖的生态资源，以加快提升盐
湖的生态效益，通过打造南山生态体
育公园、中条山文化博览园、盐湖 22
号堤埝、河东成语典故园、盐湖（池神
庙）段生态湿地公园等五处生态文化
新地标，使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得以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依法治湖与科研兴湖的创新实
践。运城出台《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

《运城盐湖保护利用工作方案》等，并
建立联合巡护和法制化保护机制，为
盐湖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同
时，积极探索科研兴湖的新途径，与高
校、科研机构展开深度合作，先后在盐
湖开展了大气气溶胶、古环境与古气
候、七彩盐湖因素分析等科研项目。通
过依法治湖与科研兴湖的创新实践，
为未来探索保护发展之路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

文旅融合发展与品牌建设的协同
推进。只有在文旅发展上强优势，创精
品，才能尽快将昔日的“产盐湖”“工业
湖”变为造福人民的“生态湖”“幸福
湖”。运城市全力推进“文化+旅游+生
态”的融合发展模式，持续举办各类文
旅活动，打造沉浸式游园演出项目，充
分展现盐湖独特魅力。同时，注重品牌
建设，通过提升凤凰谷景区和运城盐
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传播生态文化
理念，进一步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
游客前来观光。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 调研组
成员：本报记者杨珏、李建斌，山西省
运城盐湖保护利用研究院院长、运城
学院院长岳澎，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
院教师王兵兵，本报通讯员王婕）

（原载8月16日《光明日报》）

黄 河 臂 弯 揽 青 绿

（上接第一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科技自立
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不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切实
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
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力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继续推进港
澳工作和对台工作，深入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一以贯之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的重要思想、
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显著成就
和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证明“两个
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
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

定性因素，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
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
大底气、最大保证。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的出版，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提供了重要教
材，对于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
力开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
绚丽的华章，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出版发行

民政部日前就起草的 《婚姻登记条
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8 月 16 日，民政部有关
司局负责人就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有关
内容进行了解读。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删除了现行条
例中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 （包括结婚
登记和离婚登记） 需出具居民户口簿的
相关规定。

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这次
修订 《婚姻登记条例》 取消当事人需要
出具户口簿的规定，主要是从人口流动
客观规律出发，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
走。

这位负责人介绍，现行条例中规定
婚姻登记需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
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居民户口簿是
其有效证明材料。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加，越来越多的
人选择在异地工作和生活，现有规定给
他们办理婚姻登记带来很多限制，回户
籍地办理登记无形中也增加了额外负
担，取消当事人提供户口簿的规定则解
决了这个难题。

这位负责人表示，经国务院批准，
从 2021 年 6 月起，实行婚姻登记“跨省
通办”试点。各地在试点过程中，只要
凭一方当事人身份证、居住证就可以在

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此类试点已充
分说明婚姻登记制度实际上已与当事人
的户籍地脱钩，也预示着户口簿已失去
现行条例中的原有作用。

这位负责人还介绍，现行的婚姻登
记制度下，提供户口簿主要是为了明确
婚姻登记的管辖权，如果当事人无法出
具居民户口簿的，当事人也可以凭公安
部门或有关户籍管理机构出具的加盖印
章的户籍证明办理婚姻登记。

婚姻登记中取消户口簿是否会导致
重婚、骗婚等现象发生？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婚姻
登记机关已基本实现实时在线登记、婚
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联网互通和婚姻登
记数据及时汇聚，民政部婚姻信息数据
库的现有数据，各地婚姻登记机关都能
够做到实时查询使用。同时，为确保公
民身份信息合法、有效，优化婚姻管理
政务服务，2017 年，民政部、公安部
联合印发 《关于在婚姻登记机关开展国
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信息共享工作的通
知》，并专线联通了国家人口基础信息
库。通过这种部门间信息共享，可以实
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信息核验，有效防
止重婚、骗婚等现象发生。

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制定了
“离婚冷静期”相关实施条款，备受社

会关注。
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指出，设置

“离婚冷静期”，是民法典的一项重要规
定，也是根据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
新形势新情况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
排，其目的是减少冲动离婚或草率离
婚。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贯彻实施民法
典，切实发挥“离婚冷静期”的作用，
民政部指导各地优化离婚登记服务流
程，积极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努力
减少社会上的冲动离婚、草率离婚现
象，取得较好的效果。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离婚冷静
期”的相关规定，在工作实践的基础
上，调整了现行 《婚姻登记条例》 的相
关内容。

“后续，我们将指导各地继续加大
普法宣传教育力度，抢抓有利时间窗口
期，为离婚当事人提供情感沟通、心理
疏导、关系修复等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促进幸福和谐婚姻家庭建设。”这位负
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强调，离婚冷静期制度
与当事人是否享有离婚自由权利并不冲
突，当事人如感情确已破裂，既可以依
法申请协议离婚登记，也可以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离婚。当事人若在离婚期间

遇到个人或家庭成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等情况，可以及时通过相关法律救济渠
道寻求帮助。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婚姻登
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记者了解到，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和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婚姻登
记机关应当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和婚姻家
庭辅导服务，并对婚姻登记机关开展婚
姻家庭辅导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婚姻家庭
辅导服务作出规定，正是婚姻登记机关
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民政部有关司
局负责人说。

据介绍，目前，各地婚姻登记机关
已普遍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2023
年底，全国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婚姻
家庭辅导室覆盖率已达到 90％以上。

“实践中，各地婚姻登记机关普遍
通过公益创投、经费补贴、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积极提供婚前教育、婚姻家
庭关系调适、离婚干预等全链条全周期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帮助当事人全面清
晰认识婚姻家庭代表的责任和义务，学
习化解婚姻家庭危机的技巧，有效促进
当事人婚姻家庭和谐稳定。”这位负责
人说。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解读《婚姻
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6日电（记
者 张千千 李延霞）记者从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为提升金
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水平，金融监
管总局起草了《金融机构合规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于 16 日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介绍，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在
总部设置首席合规官，在省级（计划
单列市）分支机构或者一级分支机
构设置合规官。充分发挥首席合规
官、合规官在合规管理体系中上下

传导、左右协调、内外沟通的核心功
能，统筹推进合规管理工作。强化
业务条线的主体责任、合规部门的
管理责任和内部审计的监督责任，
做到有机统筹、有效衔接。

同时，办法要求金融机构为合
规管理部门配备充足、专业的合规
管理人员，通过合规人员的专业性
提升合规管理的有效性。明确首席
合规官及合规官的参会权、知情权、
调查权、询问权、建议权、预警提示
权等履职保障。

金融监管总局拟出台办法
加强金融机构合规管理

本版责编 冯婷婷 校 对 杨涛安 美 编 冯潇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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