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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已
成 为 百 姓 对 生 活 环 境 的 切 身 感 受 。
2020 年全省生态环境 9 项生态环境约
束性指标全面完成，人民群众生态环境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有力
构筑了我省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绿色
本底。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0 年
山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对 2020
年我省环境空气、水环境、声环境、自然
生态环境状况等内容进行了大扫描。

环境空气：
11个市达标天数均为263天

蓝天白云下，太原西山郁郁葱葱，处
处是秀美风光。玉泉山公园里春意盎
然，绿树成荫，彩色自行车道犹如镶嵌在
绿色中的彩色飘带；尖草坪区崛围山上
航空飞行营地游人如织，通过飞行俯瞰
太原美景的市民越来越多；贯穿三晋大
地的母亲河——汾河，通过近年来的生
态修复治理更是焕发生机，河中鱼儿畅
游，游人泛舟，河两岸绿树红花交相辉
映，铺满红色陶瓷颗粒的自行车道成为

市民们休闲观光的打卡地。
数据显示，2020年我省11个地级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为263天，占
全年有效监测天数的 71.9%，同比增加
8.3 个百分点。其中 11 个地级市中，大
同、吕梁、朔州、长治、晋中5个市达标天
数 高 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占 地 级 市 的
45.5%。特别是大同市年度环境空气质
量达到二级标准。而11个地级市中，吕
梁、大同、阳泉、朔州、长治、晋城、晋中7
个市重污染天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占
地级市的63.6%。

11个地级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介于4.68—5.91之间，吕梁、朔州、大同、
忻州、长治、晋中6个市综合指数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11个地级市综合指数同比
均有所下降。

水环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治理一条河流，改变一座城市。多
年来我省先后对河流实施全流域、大规
模治理，开展水土保持，启动实施以汾河
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生态治河，合力攻坚，解决水质污
染、水源补充问题等一项项水环境治理

工程成为保障城市安全和居民健康的生
命线，他们是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城市
绿色生态新地标。

2020 年全省地表水水质属轻度污
染。监测的101个省控断面中，水质优良
（Ⅰ～Ⅲ类）的断面66个，占监测断面总
数的65.3%，同比增加8.3个百分点；重度
污染（劣Ⅴ类）的断面2个，占2.0%，同比
减少14.0个百分点。58个国家考核断面
均退出劣Ⅴ类。同比，全省地表水环境
质量明显好转。

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在用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25个监测断面（点位）中，
23 个全年均达标，占比 92.0%。地表水
水源监测断面（点位）5个，4个全年均达
标，占比80.0%；1个全年均超标，主要超
标指标为硫酸盐。地下水水源监测点
位20个，19个全年均达标，占比95.0%；1
个全年均超标，主要超标指标为总硬度
和硫酸盐。

声环境：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要求的不断提
高，噪音污染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2020年我省11个地级市开展了城市区域
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全省城市区域声

环境质量平均等效声级为52.9dB（A），同
比下降了0.6dB（A），全省城市区域声环
境质量评价级别为“较好”，同比质量级
别无变化。

2020 年全省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
质量平均等效声级为 64.3dB（A），同比
下降1.1dB（A），全省道路交通声环境质
量评价级别为“好”，同比质量级别无变
化。2020 年全省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
量 昼 、夜 间 达 标 率 分 别 为 94.7% 和
84.7%，同比，昼间达标率提高 5.9%，夜
间达标率提高9.1%。

自然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蓝天碧水，密林葱茏，百花争艳，
生机无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共建成自然保护区 46
个，其中国家级 8 个，省级 38 个。自然
保护区面积达 110 万公顷，占全省国土
面积的 7.4%。

据统计我省境内共有中国特有种
635 种，其中，野生维管束植物特有种
591 种，野生脊椎动物特有种 44 种。有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种，二级保护动物
51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种，二级保护
植物7种。

全省生态环境 去年是何状况？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布的《2020年山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扫描

本报记者 张剑雯

三晋聚焦

7 月 11 日 ，华 语 辩 论 世 界 杯
U12&U15组太原分赛在省城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由团市委指导、樊登读书
太原运营中心主办，在15天的赛程内，
来自太原市各所学校的16支参赛队伍、
120余名小选手将在唇枪舌剑的激烈辩
论中，展示良好的综合素质和精神面
貌，其中的优胜者将代表太原市出征在
北京举办的总决赛。

据介绍，华语辩论世界杯前身为
“辩论黄金联赛”，目前已成为全球范围
内最具影响力的辩论赛事之一。

本报记者 高在中 摄

华语辩论世界杯U12&U15组
太原分赛区火热开赛

“龙角山下古村落，耕
读传家秀才村。”从山西省
临汾市浮山县城向南驱车
15 公里，顺着石板路前
行，绿树掩映的村落墙壁
上雕刻着一幅幅历史典
故，错落有致的古院落随
处可见。

这个被叫作“秀才村”
的地方就是东陈村。史料
记载，从明洪武年间到清
光绪年间，东陈村李氏家
族人才辈出，走出进士 2
人，举人 2 人，贡士、贡生
24人，以及生元、广生、武
生等113人。

不仅如此，这里古时
为出入县境的官道，车马
往来，商贸繁盛。李氏族
人不仅刻苦治学，还善于
经商，甚至在京、津等地
都有自己的商号，故有

“上了东陈坡，就是银子
窝”的俗语。

位于村子中央的李氏
宗祠，建于清乾隆年间，记
录了一个延绵600余年官
商家族的兴衰历程。据介
绍，传统晋商大院如乔家
大院、王家大院，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高楼深宅，内部
院院相连，形成庞大的建
筑群；而东陈村的院落则
是各门各户自成体系，并
富有浓厚的文化气息。

东陈村党支部书记温
金锋介绍，村子拥有建筑
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明清
建筑群落，高8米、宽7米
保存完好的青石节孝牌
坊，以及刻有格言和图画
的精美砖雕、木雕、影壁
等，2016年12月已被列入
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

近年来，东陈村开始
借助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
村旅游，不仅开通了“官商
古镇——东陈村”公众号，
举办了“古村新韵”摄影比
赛、摩托车场地越野冲坡
赛，还成为山西省旅发大
会的一个分会场，接待游
客超过十万人次。

这个深藏于山间的小
村落逐渐被外界熟知，74
岁的退休村干部李逢华主动承担起义务讲解员的工
作，还创作了不少顺口溜：“村后大庙有一座，街头小
庙十二个，实木牌坊有四座，古柏大槐二十棵，四合院
子十七座，个个独居有特色……”

作为村里目前唯一的讲解员，李逢华虽然辛苦，
却乐在其中。“既能宣传我们村的历史文化，也能唤起
全社会对古村落保护的关注。”他说。

如今，漫步在东陈村，广场、健身器材、公共厕所、
游客接待中心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绿化面积也在不
断增加。去年3月，东陈村还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
予“国家森林乡村”荣誉。

“山乐水乐人更乐，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嘴里唱着
嗨嗨哟，小康路上不停脚。”说起现在的新生活，李逢
华又诵起一段顺口溜来。 （题图：东陈村的石牌坊）

这
里
的
﹃
大
院
﹄
为
何
与
众
不
同
？

—
—
寻
访
山
西
临
汾
﹃
官
商
古
镇
﹄
东
陈
村

新
华
社
记
者

王

皓

[红色记忆]

落日余晖，走在定襄县西河头村
的进村路上，两侧的行道树中间隐约
可见姿态各式的不锈钢人物雕塑。
他们或低姿前行，或持枪凝视，或冲
锋陷阵，把人们的思绪瞬间带回到那
个烽火年代，似乎铿锵嘹亮的军号就
在耳边吹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西河
头村东接县城、西邻忻县（今忻府
区），前依铁路和公路，后卫滹沱河和
云中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又地处
平原，土肥水美，粮丰草茂，历来是敌
人抢掠的重点地区。

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当地
军民从 1942 年开始挖掘地道，初为
一般秘密地窖形式，只能藏人，不能
作战。

1947年秋，中共定襄县委将西河
头地道列为御敌的重点工程，要求县
武委会组织民兵在秋季反抢粮斗争
之前完成改造、扩建任务。于是，这
年8月份，30多名县武工队员和从二
区黄咀、横山、大小南庄等村抽调来
的50多名具有挖掘地道经验的民兵
作为技术骨干，与西河头村民兵和
500余名群众，在原西河头民兵挖掘
地道的基础上，开始了扩大规模、完
善设施的改扩建挖掘工程。经40个
昼夜，动土百万立方，将其改造成为
进退自如的能藏能打、可守可攻、防

水防烟防毒的作战地道。
进入地道，顿失方向，分不清东

西南北，全凭讲解员前面带路。地道
全长 5 公里，分为上、中、下三层，它
由纵横交错的三条主干道和52条支
道组成。

地道不仅长，而且功能多。里面
还修建了作战指挥所3处，休息室3
处，群众集中室4处，此外还有储藏室
和水井。为防止敌人攻进来，地道里
还设置了陷阱、迷魂阵、翻口、卡口、
地堡等。地道里有22个枪口、16个瞭
望孔、10个出击口、11个出入口，这些
设施与地面锅台、夹壁墙、高房工事、
村公所、武委会、祠堂、庙宇、碾盘、牲
口槽等相连，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又
灵活多变的作战系统。整个地道集
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在
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48 年 2 月 17 日（农历正月初
八），发生了西河头村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地道战。

这一天，国民党 39 师、40 师的
2000余人包围了西河头村，欲以重兵
一举摧毁该村地道。在县武工队队
长高富章和指导员郭玉楼的带领下，
县武工队和西河头民兵50余人在地
道内利用各种战斗设施与敌激战一
天两夜，击退了敌军。这次战斗，击
伤敌师长刘鹏祥，击毙了一名独立营
长，打死打伤敌人 200 余人，而我方
无一伤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西河头人民和定襄武工队依托地道
与敌开展地道战，共进行大小战斗
11次，击毙击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
各种武器400余件，为中国人民的抗
战胜利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馆长毛有
为介绍说。

现在，西河头村与河北冉庄、
北京焦庄户成为全国现今保存最
完整和规模最大的三大地道战遗
址。而成立于 1964 年的西河头地
道战纪念馆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地军
民对敌斗争的重要战争遗址，与
1995 年建成的定襄革命历史纪念
馆、2013 年建成的定襄革命烈士陵
园一道，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红色旅游景点。

［感悟初心］

重温先辈创举
激励后人创新

定襄县受禄乡党委书记 梁津健

每 次 走 进 西 河 头 ，都 是 一 次
精神洗礼。先辈们不畏强敌、英
勇善战的精神深深印刻在我们心
里，激励着后来人接续奋斗的决
心和信心。

革命年代，我们受禄乡所在的
“二区”是定襄挖地道较早，且地道

战开展较多的地区。黄咀村地道战
与敌作战一整天，消灭敌人 40 多
人。之后，黄咀、大小南庄等村有经
验的骨干村民兵赶赴西河头村参与
地道扩建。

最近，我又一次走进西河头地
道战纪念馆展厅，重温那段历史。

“定襄县——晋察冀边区的西大门”
“地道战——战争史上的伟大创举”
“西河头地道——拱卫解放区的地
下长城”“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
开放最早的红色景点”四大部分依
次相连。这里共有图片158幅，各种
图表 16 张，实物 122 件。纪念馆充
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和景
观、雕塑、油画等艺术表现手法，系
统、完整地反映了以西河头为代表
的华北人民战争奇观——地道战的
创建、发展概况，十分具有吸引力和
感染力。

现 在 ，受 禄 已 经 是 另 一 番 光
景，设施农业、农副产品加工、生态
旅游等产业已经发展起来，乡村振
兴迈开新的步伐。重温历史，今昔
对比，总能让人心情激荡，革命豪
情油然而生。现在我们围绕创建
秀美受禄，大力发展采摘农业、观
光农业，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项
目、特色产品电商销售平台建设，
在努力把薄皮甜瓜、上零山小杂
粮、回凤蔬菜打造成品牌特产的同
时，加快温泉康养小乡的建设步
伐，让全乡产业发展更兴旺，乡亲

们的致富路子更宽。

［记者手记］

从 1995 年起，定襄西河头地道
战纪念馆就推出以“话抗战，忆当年”
为主题的听抗战故事、看抗战影片、
唱抗战歌曲、穿抗战服装、吃抗战饭
菜、钻抗战地道等体验抗战生活系列
参观教育活动。年平均接待人数都
在5万人次以上，成为晋北地区极具
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教育基地
和红色旅游景点。

令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抛头
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欣慰的是，定襄西
河头地道战纪念馆不仅成为了全县
的党性教育基地，而且现在的定襄，
高速公路三面过境、五台山飞机场坐
落其间，先后荣获“中国锻造之乡”

“国家级法兰盘出口外贸转型升级示
范基地”“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县”“中
国薄皮甜瓜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国家级卫生县城”“国家级
电气化县”等一连串“国字号”的称
号，在高质量转型发展大道上呈现出
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定襄西河头村地道战——

进退自如出奇兵进退自如出奇兵 能藏能打显神威能藏能打显神威
王利强 张玉虎 张晋兰 文/图

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外景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外景。。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