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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日寻芳好运城，无边光景一时新。蓝天白云下，
漫步城市街道，或是公园广场，干净舒心的环境，满目宜
人的园林，让人们感受到绿色城市生活的美好；相约一
起，或环盐湖，或环伍姓湖，或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一
路赏山水美景，一路绿色骑行，在亲水近水间品鉴绿色
生态之美；中心城区生活垃圾，被统一收集清运至垃圾
焚烧发电厂，经现代环保工艺焚烧资源化利用，摇身一
变成了“绿色电能”，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开启了“全
焚烧、零填埋”新篇章，有力推进了“无废城市”的建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市立足
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以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总牵引，履职尽责、恪尽
职守，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
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打好蓝天保卫战——
空气质量更清新

经过冲水、机扫、洗地“三车联动”，外加雾炮抑尘车
循环作业，市区红旗街、河东街、禹都街、机场大道等街
道见了本色，不仅切实降低了道路扬尘，还使得城市空
气质量更清新、湿度更宜人。

这是中心城区蓝天保卫战，城市精细化降尘的一个
缩影。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打好蓝天保卫
战，结合具体职能，城市管理部门强化道路扬尘管控，城
市道路清扫作业实施“两深度”，即主次干道深度保洁、
背街小巷深度清理，中心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85%
以上。严格工地监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领
域，严格落实建筑工地“六个百分百”各项要求，对不重
视、不配合、不积极履行扬尘治理责任的建筑工地进行
依法查处。规范露天烧烤，通过日常巡查、定期摸查、集
中整治等措施，对中心城区露天烧烤行为进行长效管
控，坚持“打早、打小、打新”，始终保持高压惩戒态势。

科技为精准降尘赋能。为精准有效做好城市降尘工
作，市生态环境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科技作用，在
中心城区100台出租车安装走航仪，动态实时监测城市道
路扬尘。生态环境部门汇总分析一周的数据，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传给相关部门进行整改，此外，该部门还新建设了
53个大气环境监测站，基本涵盖了中心城区及周边的53
个乡镇（街道），为城市精准治污提供科学全面的数据依据。

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打好蓝天保卫战，
我市锚定“退出168城市后20”目标，坚持“转型、治企、
减煤、控车、降尘”并举，标本兼治、长远结合、靶向发力，
深入开展了大气环境突出问题“百日攻坚”、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等专项行动，持续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让
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运城蓝”。

蓝天保卫战，是一场综合治理的攻坚战。在治企方
面，我市全力推进企业升级改造，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全
市5家焦化、8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程，77台

工业炉窑完成升级改造，41家企业完成无组织治理，81
家涉 VOCs 企业完成整改，完成 21 家供热企业专项整
治，完成闻喜建龙钢铁、喜丰航化工、高义钢铁CO治理
工程，完成4家焦化企业4.3米焦炉关停淘汰；在控车方
面，全市加强执法监管，完成汽修企业专项整治，货运源
头企业实现监管全覆盖，积极引导运输企业开展推广应
用新能源和国六排放标准货车，全市新增（更新）85辆公
交车和202辆出租车全部为新能源车辆；在减煤方面，
中心城区“禁煤区”面积由 656.78 平方公里扩大到
1030.75平方公里，严格排查散煤、“三烧”问题，完成冬
季清洁取暖改造25669户。

蓝天保卫战，是一场发展方式的攻坚战。在转型方
面，我市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坚决遏制“两高”项目，深入
推进能源革命，有效控制能耗强度。去年以来，我市以打
造“合汽生材”新兴产业地标为引领，举办了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峰会，现场签约6个项目，总投资32.5亿元；举
办了山西省现代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运城）座谈会、
特医食品专题研讨会，承办了山西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
发展论坛，搭建新材料产需对接平台，推动中铝山西新
材料与华海康道、康庄等5家链上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全
市共6家企业已通过国家工信部再生资源规范条件企业
公示。严格落实我省明确的14个分类处置项目，工作进
展全省第一。全市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电力总装机容量占
比达到51.9%。

打好碧水保卫战——
一泓清水入黄河

阳光和煦，步入芮城县城市污水人工湿地，丰富多
彩的水生植物，湿润清新的空气，吸引周边不少市民前
来参观。出厂的水质经人工湿地生态自然处理后，可提
升至地表三类水，不仅有利于“一泓清水入黄河”，更是
让市民享受到亲水近水的“生态福利”。

除配套建设人工湿地，芮城县污水处理厂还配套建
设容积1万立方米的进水调节池。目前，该项目正加快建
设，预计今年年底投运。该调节池建成后，将有效控制芮
城县初期雨水污染，减少合流制管网污水溢流排放，提
高对污水处理负荷的缓冲能力，防止处理系统负荷的急
剧变化，达到调节流量、均衡水质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改
善黄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

项目支撑碧水工程。我市强力推动项目建设，谋划
实施了87个总投资115.9亿元的“一泓清水入黄河”工
程项目，并将“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作为“一号工
程”来抓。同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镇生活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目前，河津市新建日处理3万吨的第
二污水处理厂项目、永济市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
目正加紧施工；运城市新建日处理10 万吨城西污水处
理二厂项目已立项，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片区排水系
统末端调蓄设施建设项目（城东污水处理厂）可行性研
究报告已批复，后续相关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

打好碧水保卫战，需要源头综合治理。全市积极开
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围绕沿黄 8 个县市，积极谋划项

目，将水质改善作用明显、有明确资金来源和实施主体
的项目优先纳入，共谋划项目5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
20个。同时，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对汾河、涑水河沿线
重点排口不定期监测，安排专人每月巡查，发现问题立
即整改，确保入河水质达标。此外，加快实施雨污分流
改造，2023年全市雨污分流改造任务102公里，累计完
成雨污分流改造 130 余公里。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市
10个国考断面水体优良比例为80%，黄河干流运城段稳
定保持在三类及以上水质。去年前三季度，全市水质改
善率位列全国第十四。

打好净土保卫战——
人居环境更宜居

阳光明媚，微风不燥，在运城市大运幼儿园的操场
上，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和引导下，愉
悦健康地享受户外教学的幸福。而该园西侧的扩建地
块，经过相关部门对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达到安全利
用标准，已进入后续的建设施工阶段。

“运城市大运幼儿园扩建地块只是去年诸多‘一住
两公’地块之一。”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土壤环境直接关系人居环境安全。为确保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我市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用途变更为“一
住两公”的地块，在土地供应前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及治理修复工作，不符合要求不得进行土地供应。去年
以来，全市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且已供应的有 47 宗
地，所有问题地块已全部整改完毕，全市重点建设用地
安全利用率为100%，确保了人居环境安全。

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固废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我市出台了《运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
法》《运城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等，垃圾分类相关制度保障逐步完
善。中心城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效解决了建
筑垃圾围城污染环境的问题；运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投产运行、并网发电，中心城区、盐湖区、夏县、平陆
县和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活垃圾基本实现了“全焚
烧、零填埋”。

打好净土保卫战，关键在加强源头管控。全市加
强重点行业企业地块土壤污染管控，对我市关闭搬迁
企业地块进行摸底排查，确定了优先监管地块，并开展
了 2023 年关闭搬迁企业优先监管地块风险管控工
作。强化耕地污染防控，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
动，持续推进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在永济、芮
城、临猗、夏县、闻喜、新绛、稷山 7 县（市）开展肥料新
产品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技术推广示范，面积达25万亩，
临猗县苹果、万荣县桃树、闻喜县黄芩和芮城县小麦示
范基地已建设完成，完成小麦“一喷三防”喷防面积
442.59 万亩。盐湖、芮城、闻喜 3 县（区）实施了加厚高
强度地膜 6 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 1 万亩的试点推广。
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23 新增完成 153 个行
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运城市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27.3%，全省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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