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解世忠 常永强 景斌

千年盐湖，正华丽转身！
5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运城盐湖考察时指出，

盐湖的生态价值和功能越来越重要，要统筹做好保护利
用工作，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
传承下去，逐步恢复其生态功能，更好保护其历史文化
价值。

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全面推动盐湖保护利用的各项工作，让古老的盐
湖焕发新活力、创造新价值。

近日记者再次探访盐湖，发现这里不管是生态功能
的恢复、历史文化的保护，还是文旅融合的利用，正发
生着趋势性、标志性、“新质性”的变化。

新恢复——
生态功能改善呈现趋势性变化

冬日盐湖，暖阳高照。
置身22号堤埝，浩渺的水面之上，成群结队的鸟类

游弋嬉戏，不远处的除险加固、生态修复工程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以不破坏畦堤功能、不减损动植物食物链条为前
提，我市科学做好堤埝除险加固、生态修复等工作，逐
步恢复盐湖的生态功能。

正在恢复的不只22号堤埝。
“千古中条一池雪。”河东人对盐湖，有着特别的感

情。
运城盐湖有4600多年的开采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人文盐田景观，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重要历史价值。
曾经，由于过度开采，环境污染，盐湖一度在呜咽。
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

2020 年 9 月，我市全面停止盐湖范围内的工业生产活
动。2021 年 3 月，我市与山西焦煤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加快推进工业企业“退盐还湖”等工作。2022 年 5 月，
我市收回了盐湖禁墙以内和盐湖周围汤里滩、鸭子池、
北门滩和硝池滩的土地使用权。截至目前，已关停搬迁
了盐湖周边工业企业15家，正在推进厂区实物核对、资
产评估、建筑物拆除、遗址改造等工作。

“退盐还湖”的同时，我市还出台 《盐湖生态保护
与修复规划》《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 等政策法规，持
续加大盐湖生态保护力度。

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 （以下简称“市盐
保中心”） 负责人崔作铭告诉记者，我市在保持盐湖生
态机理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湿地恢复、水系连通、物种
保护、堤埝除险加固等工作，进一步厘清盐湖生态价值
和历史文化价值本底，最大限度恢复盐湖生态系统的自
我修复功能。

据介绍，今年6月份以来，市盐保中心将“净湖行
动”常态化，已清理盐湖水域面积500余亩、水藻面积
超过300余亩，清运垃圾200余吨；相继开展了东淡泉
东西两侧花卉种植、盐湖连通管道钢丝网片封堵等工
作。截至11月17日，市城市管理局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服务中心已将盐湖周边约179960立方米的无主建筑垃圾
全面清运。这些举措有效保护了盐湖生态环境，提升了
盐湖景观风貌。

从盐湖22号堤埝到盐湖北坡绿化西段项目点，步行
不过15分钟。项目点的植被恢复、道路绿化及环境整治
等工作正全面推进。

“我们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强化顶层设计，
因地制宜、精细化完善基础设施，加大周边环境整治力
度，加强日常管理维护，提升绿化水平档次，致力于绘
就有花有叶、有枝有果、景美人和的生态画卷。”市盐保
中心副主任关妍说。

位于盐湖东侧的鸭子池是历史上保护盐湖的主要蓄

滞洪区。近年来，经过综合治理与保护性修复，鸭子池
生态环境大大改善，成为集蓄水、滞洪、生态等于一体
的原生态湿地系统。

在鸭子池湿地公园的东北角，有 6 个块状潜流湿
地。“可不要小瞧这几块人工湿地，它们是净化水质的生
态系统。”运城市水务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一系统能有效去除悬浮物，净化吸收有机污染
物，为微生物生长提供良好环境。

再往鸭子池的北边行进，一座新建的排水泵站准备
投入使用。该站将之前五级提排站合为一级泵站，可将
鸭子池池水直接提取进入姚暹渠。

人工湿地和排水泵站，为盐湖增添了吞吐能力，让
盐湖水系会呼吸，也让盐湖水系更健康地发展。

目前，鸭子池湿地公园的建设，仍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其中，环湖彩虹路、主入口广场、亲水平台、观景
台等项目已基本落成，河东成语典故园雏形渐现，这里
正成为运城人休闲娱乐的又一个新场地。

湖面波光粼粼，坡堤芳草萋萋，鸟类嬉戏翔集，堤
埝平整如新……逐渐被“唤醒”的盐湖，已然呈现“水
清、堤固、岸绿、鸟翔、景美”的优美画卷。

新保护——
历史文化传承显现标志性变化

盐湖岸畔，新落成的河东池盐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
河东千年盐文化的重要窗口。

博物馆由序厅、瑞盐天成、供食华夏、国之大宝、
盐务专城、盐化时代、世纪之约、知盐学堂等部分组
成，总布展面积3800余平方米，主要展出以“盐文化”
为核心的文物、雕塑等。该馆通过盐池形成、历史演
变、盐池产盐等内容，集中展示了运城千年盐文化。

一千多年前，那些辛勤劳作的盐工，顶着烈日，垦
畦浇晒，生产出闻名于世的“河东大盐”。如今，这项传
承千年的“五步产盐法”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这项通过口传心授、代代传承的技艺，如今只有少
数老工人掌握。我们正在22号堤埝附近加快建设‘五步
制盐’展示区，让这项宝贵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崔作
铭说。

驱车行驶在盐湖北岸的滨湖大道，不经意间会被一
处景致吸引——“盐化工业遗址”六个大字被彩虹色装
点，背后的烟囱和厂房显得沧桑感十足。

这里是原运城盐化元明粉分公司所在地，老运城人
习惯叫它盐化四厂。如今，经过重新粉刷的外立面，新
建的木质栈道、凉亭、绿地，以及高处的观景平台，见
证着一个老厂区的绿色新生。

我市坚持高标准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重，把运城盐
湖从矿区、工业区变为生态保护区、旅游打卡地，为盐
湖可持续发展预留了资源空间。

“盐化工业遗址”，仅是盐湖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工程
的一角。

对于盐湖的保护，我市既重“面子”，更重“里子”。
11月7日，“聚河东 话未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运城思客会第一场分论坛——运城盐湖保护
利用研讨会召开。与会学者、专家与我市相关单位人员
围绕主题进行交流、汇聚共识，为运城盐湖高质量发
展、重塑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及新路径。

此前的6月16日，山西省运城盐湖保护利用研究院
揭牌仪式在我市举行。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运城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五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有力举措，标志
着运城盐湖的研究和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进入了新阶
段。

山西省运城盐湖保护利用研究院由运城学院和山西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运城市政府联合组建，组
织机构设于运城学院。该研究院以推进盐湖生态可持续
发展和讲好盐湖文化故事为核心，整合生命科学、化
学、历史及文化旅游等相关学科，协同推进盐湖生态和
文化高质量发展。

目前，该研究院成立之初“揭榜挂帅”的10大研究
项目9个已立项，进入研究阶段；围绕盐湖研究获批项
目31个，其中国家级项目3个、省部级项目25个；参与
的《千年盐湖系列丛书》《运城地域文化通览》编撰工作
正在进行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院“嗜盐微
生物利用”团队从盐湖中分离出嗜盐细菌菌株，并发现
新物种15个。

与此同时，在市科技局的组织下，该研究院与市盐
保中心、山西省地球物理化学勘查院有限公司、山西道
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申报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资
源利用厅市共建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在省社科

联的支持下，该研究院与市社科联、市盐保中心联合成
立了山西省盐湖保护利用学术研究交流基地。

该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盐湖是一个生态资源宝
库，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宝库，更是一个科研资源宝库，
要努力把盐湖打造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典范之湖”。

此外，我市还启动了“河东盐文化调研万里行”活
动，沿着河东盐曾经辐射的区域，去往陕西、河南等
地，探寻盐历史遗迹、收集盐历史传说、整理盐历史民
俗、归纳盐衍生文化，为盐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历
史文化支撑。

运城学院学报主编、河东盐文化研究所所长咸增强
参与了调研行活动。“调研行打破了河东盐池历史研究的
局限性，对传承发扬河东池盐文化、探寻盐文化根脉等
具有重要意义。”他郑重说道。

盐湖历史文化传承，显现标志性变化，内涵在不断
丰富、外延在不断拓展、境界在不断提升。

新利用——
“文旅+”开发初现“新质性”变化

夜幕降临，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内，大型实景演出
《宋韵·南风歌》带领游客零距离体味运城盐湖的“前世
今生”。

这场内容厚重、表达现代的演艺推出后迅速“出
圈”，被人们津津乐道，“行走的、沉浸式的演艺为人们

开启了一场盐文化的探源之旅，有料又有趣”。
移步盐湖，人们会看到其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

黑泥。
说起黑泥，许多人都不陌生，有的人还深度体验过。
据科研资料显示，黑泥含有30余种矿物质元素，具

有杀菌消炎、美白护肤等功效。由山焦盐化开发的黑泥
洗浴系列产品由来已久，多年前，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
准对“运城盐池黑泥”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如何再进一步提高黑泥的知名度，让“黑泥变金”
呢？

今年 6 月 7 日，市盐保中心组织市科技局、运城学
院、山焦盐化等单位实地调研，对黑泥保护与利用有了
新思路——进一步明确黑泥准确性状和产区、资源类型
等，完善黑泥开采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修复机制；针对
性开展黑泥利用的史料分析，填补其开采历史溯源空
白；通过科学规划，探索挖掘黑泥价值，为黑泥开发利
用提供宏观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实施意见，助力资源
优势最大化……

“黑泥是运城盐湖的天然‘宝藏’，是运城的一座
‘金矿’。”崔作铭说，“我们将继续瞄准‘金靶子’，多出
‘金点子’，开辟‘金路子’，打造黑泥天然产品、特色产
品，让黑泥享誉全国、走向世界。”

盐湖，除了黑色的美，还有彩色的靓。
每年七八月份，她就像“花旦”一样，令人陶醉。

从高空俯瞰，红似绸缎、碧如翡翠……一望无垠的盐湖
就像是大地的一块调色板。

“湖中钾、钠等成分浓度不同，加上盐藻、卤虫的繁
殖，在高温和强光作用下，就形成了‘七彩盐湖’的奇
观。”盐湖巡护队队员闫淼说。

“摄影爱好者对‘七彩盐湖’的情有独钟，大大提高
了‘七彩盐湖’的曝光度。”关妍说，“我们将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丰富旅游消费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欣赏

‘七彩盐湖’、湖光山色，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为游
客提供更多惊喜。”

一幢建筑，也是千年盐湖内涵变迁的见证。
位于盐湖北岸的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

是在原盐化局彩印厂的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幢建筑迎
来了新的使命。

在该中心四楼，集中布置着中条盐湖生物多样性
馆、中条盐湖文史馆、中条盐湖地质馆、中条山抗战资
料馆、悦来阁、盐湖印象厅等场馆。这些场馆不仅收集
了中条山、盐湖的动植物等标本数百种，还陈列着有关
盐湖“前世今生”的大量资料，是人们全面了解盐湖的
一扇窗口。

经常到盐湖游玩的人，想必对热门打卡点——南山
新境市民广场很熟悉。

这里有中条山文化博览园——紧依山脚布局的浮雕
墙、名人雕塑、栈道、碑林等14处景观，集红色文化、
根祖文化、农耕文化和养生文化于一体，养眼养心又养
性。

这里有南山生态体育公园——围绕运动和休闲两大
板块打造，陆续建成的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门球
场、攀岩、山地自行车越野等十余类休闲娱乐场地，可
满足群众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

这里还有榉树、香樟树等各色珍稀绿化树木，有惟
妙惟肖的唐尧、虞舜、嘉康杰等历史名人雕塑……

当然，人们还可以登顶凤凰谷，一览百里盐湖的壮
阔胜景；走进东郭蚩尤文化园，寻访黄帝战蚩尤的神话
传说。

“串珠成链”的盐湖，正初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
新产业为主导、以产业升级为方向的“新质性”变化，
朝着建设“河东盐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际知名旅游
目的地”的目标稳步迈进。

千年盐湖，加速蝶变。一个山水相映、城水相合、
人水相亲、文旅相融的新盐湖，渐行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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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下去

盐 湖“ 三 新 ”

▲七彩盐湖别样美 记者 薛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