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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始建于 1949 年，1993 年
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改制成立山西杏花村汾酒

（集团）公司；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于 2002 年成立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西汾酒”）。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汾酒、竹叶青酒
和杏花村酒为主，集白酒、大健康产业、产业链、
文化旅游、产业基金及白酒机加工于一体的省
管重要骨干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全
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国
企改革双百行动”入选企业。

山 西 汾 酒 占 地 面 积 逾 4500 亩 ，现 有 员 工
15000 余人，产品覆盖全国 34 个省（区、市）、特别
行政区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拥有超过 86 万家终端
销售网点，并在山西、东北、内蒙古、甘肃、河北
等地区拥有逾 110万亩原粮种植基地。

自 1987 年起，山西汾酒总计投入逾两亿元，
陆续建成了废水处理 站 、中 水 回 用 工 程 、汾 酒
工 业 园 林 等“ 三 废 ”治 理 配 套 设 施 和 生 态 工
程，总绿化面积逾 55 万平方米，形成了优美的
生态环境。

山西汾酒的环保手续和环保设施配置齐
全，且污染物全部达标排放。在“三废”处理方
面，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废水处理方面：1989 年，公司投资 620 万元
建成了山西省第一家企业废水处理站，采用活
性污泥法进行处理，使公司生产、生活废水得到
了有效治理；1999 年，公司提出并实施了“中水
综合利用节水技术改造”工程，总投资 900 多万
元，于 2002 年 6 月正式投入使用，提供中水超过
6 千吨/日；公司的中水主要用于生产辅助用水、
冲厕、洗车、浇花浇草、灌溉汾酒工业园林、补充

湖水等，每年中水回用约 200 万吨；2014 年，公司
将酿造车间水冷改造为风冷，全年节省新鲜用
水 30 多万吨；今年，山西汾酒的废水处理站扩建
工程即将竣工，废水处理站将在原有基础上增
加 6000 吨/日污水处理能力，每年中水回用将达
到 430 万吨左右，进一步实现公司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

废气治理方面：厂区产生的废气以锅炉烟
气为主，为了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2011 年
底，公司投资 4400 余万元将厂区燃煤锅炉全部
改换为天然气锅炉，并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清
洁生产；2018 年，公司进行天然气锅炉烟气余热
回收利用改造，减少了锅炉热消耗，提高了锅炉
热能效率；2020 年，公司对燃气锅炉进行低氮改
造，改造后的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量由原先
的 100mg/m3左右，降至现在的 35mg/m3左右，大

幅降低了厂区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废渣处置方面：厂区产生的废渣以酒糟为

主，公司直接供给周边地区农户用于养殖，推动
实现绿色养殖，取得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
会效益的同步发展。

如今，山西汾酒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科学选植、绿美结合”的原则，“三化”面积达到
国家级花园工厂标准。这一目标的实现，使得
广大员工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高，生活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
得到空前的发展。

汾酒人在酿造美酒的同时，酿造出了甜蜜
的生活。然而，汾酒人并没有沉浸在这已有的
一切当中，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正面临着充满机
遇和挑战的时代。

山西汾酒将不断深入学习、全面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断
优化企业生态环境，为提升污染防治和生态保
护水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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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每个
小朋友代表 了 一 种 鸟 儿 ，地 面 上
这 个 绳 子 围 起 来 的 圆 圈 就 是 湿
地 ，是 鸟 儿 的 家 ，我 现 在 开 始 击
鼓，鼓声停下来的时候，哪个小朋
友 在‘ 圈 ’外 ，就 代 表 着 这 类 鸟 儿
没有了栖息地，被淘汰了。”近日，
在河北省衡水湖自然体验教育中
心，一个小游戏吸引了游客的围观。

一轮轮鼓声过后，剩下来的“鸟
儿”越来越少。主持人随即向参观
的小朋友和游客讲解道，“我们通过
这个小游戏，不难看出，湿地少了，
鸟儿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保护鸟儿
就要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

这是河北省依托生态环境教育
基地，上好生态文明“公开课”的一
个缩影。

“落实《行动计划》推动全民行动”系列报道

突出特色，一个基地就是一个课堂

在沧州师范学院生物标本馆，各类动植物标本琳琅
满目。记者看到，1500 平方米的标本展区内，大鸨、螺贝、
蝴蝶等 1500 余件动植物标本，分布在无脊椎动物、昆虫、
低等水生脊索动物、两栖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植物
展区等七大展区，展示了从低等到高等各大生物类群的
重要种类。

据了解，这些标本由沧州师范学院师生通过野生动
物救护、野外实习、科学考察等途径收集制作，突出沧州本
土物种资源特色。标本馆在服务师生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
基础上，还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在宣传科学开发利用和保
护生物资源、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 年，沧州师范学院生物标本馆入选河北省生态
环境教育基地，成为当年沧州市唯一入选单位。

“生态环境教育基地是增强公众生态环境意识、提升
行动自觉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河北省以生态环境教育
基地为抓手，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河北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周迎久介绍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河北省累计创建省级生态环境教
育基地 63 家，包括环保设施类 19 家、自然生态类 10 家、
科技场馆类 14 家、农业示范类 6 家、社会民生类 10 家、
工业企业类 4 家等。其中，河北省科学技术馆、承德市
围 场 红 松 洼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石 家 庄 市 植 物 园 等 3
家 被 生 态 环 境 部 、教 育 部 命 名 为 全 国 中 小 学 环 境教育
社会实践基地。

“河北省各地在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创建中，紧密围绕
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挖掘当地特色资源，
创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周迎久表
示，“这些融人文思想、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科技成果为
一体的环境教育基地为公众提供了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场
所，促进了公众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支持，激发了公众热
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

创新形式，注重体验式互动式教学

“快看，那边有好多鸟窝，那只白鹭在窝里一动不
动。”在衡水湖自然体验船上，一个孩子手举望远镜对妈
妈说。

这艘长 12.8 米、宽 3.6 米的体验船，配备了望远镜、显
微镜、解剖镜、塞氏盘、采水器、采泥器、浮游生物网等工
具，让孩子们通过亲身实践深入体会和了解衡水湖湿地。

在这个“水上教室”，引导员指导孩子们使用望远镜
观察各类鸟儿活动情况，了解衡水湖特色鸟类外形特点
和生活习性；亲自动手采集水样，对水质和浮游生物进行
观测记录……

“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教育模式，可以培养孩子们
探索湿地、了解自然的兴趣，提升生态环境教育的效果。”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专职副书记霍纪东介绍说，

“这是衡水市依托衡水湖开展互动式、体验式生态环境教
育的一个探索。”

据了解，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水域、沼泽、
草甸、滩涂、林地等保持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丰富。尤其是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监测记录鸟类有 327
种，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在这里种群数量可观。

“我们借助衡水湖生境多样、物种丰富的环境优势，
以提高群众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认知衡水湖湿地生态价
值为目标，通过完善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加强环境教育培
训、开展多样环境教育活动等多种举措，引导公众深刻认
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霍纪东说。

据了解，近年来，衡水市先后编制了《衡水湖可持续
发展教育概念框架》《衡水湖可持续发展教育指南》等报
告，为开展生态环境教育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与此同时，衡水市先后建成了衡水湖自然体验教育
中心、衡水湖自然小屋、衡水湖科普文化长廊等环境教育
场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正在建设的衡水湖湖中
体验岛——梅花岛上，除了对生物多样性进行近自然的

重建外，还会建设教育中心和鸭巢、水上道路、树道等 10
多个感官体验站点，逐步打造成为青少年和游客开展环
境可持续教育的野外体验场所。

“用好生态环境教育基地这个平台，河北省鼓励各地
积极创新形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河
北省生态环境教育中心教育科科长李博表示，目前，河北
初步建立起了省级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工作台账，对各基
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情况实行台账式、动态化管理，对不
符合标准，常年不开展教育活动的基地视情况督促整改
直至剔除。

提高标准，培育河北特色教育品牌

“‘十四五’期间，河北省将以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创建
工作为抓手，深化创建工作，打造河北省生态环境教育特
色品牌。”周迎久介绍说，“这个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细化创建目标，二是提高创建标准，三是拓展创
建领域。”

细化创建目标。河北省提出要逐步开展市级、县级
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创建工作，到 2025 年，每个县（市、区）
至少要创建一个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实现县级生态环境
教育基地创建工作全覆盖。

提高创建标准。“《河北省环境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和
评估标准》已实施多年，很多条款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和
要求。”李博表示，将加紧对这一标准进行修订，进一步提
高基地的创建标准，同时增加创建后动态管理内容，对长
期不开展生态环境教育的基地明确惩戒性措施，促进生
态环境教育基地长期发展。

拓展创建领域。目前，河北省省级生态环境教育基
地主要包括环保设施类、自然生态类、科技场馆类等六大
领域，下一步河北省将积极引导基础好、有条件、有意愿
的单位，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教
育场所，发挥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社会服务功能，为建设
美丽河北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河北依托63家省级生态环境教育基地

上好生态文明这堂“公开课”
◆本报记者张铭贤通讯员郭晓燕 吴军梅

▲通过游戏，学生了解湿
地与鸟类的关系。
▶采集水样，了解衡水湖
水质。

图片新闻

新鲜速递

本报讯 由摄影志愿者组成
的北京房山“红绿蓝·生态眼”社
会志愿者联盟近日成立，百名志
愿者参加成立仪式并发出倡议。

据了解，成立志愿者联盟是
希望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生
态变化、普及生态知识、曝光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宣传生态建设成
果，推动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志愿者代表刘卫峰表示，作

为“生态的眼睛”，他们将全方位、
多角度地记录房山的生态变化；
作为生态宣传员，他们会把生态
建设的成果分享给大家；作为生
态监督员，他们更会将破坏生态
的不文明行为“随手拍下来”，让

“生态眼”无处不在。
联盟由房山区政协副主席担

任顾问，区园林绿化局、区生态环
境局主要领导任组长。 刘海军

用镜头记录生态变化

北京房山摄影爱好者为环保结盟

创意拼搭为大自然发声
自然之友携手乐高开展生物多样性创意行动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 北
京乐高探索中心和北京自然之友
公益基金会日前举办创意行动，传
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并向即
将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献礼。

在龙湖北京长楹天街乐高探
索中心内，长 154 厘米，宽 118 厘
米的巨幅生物多样性乐高马赛克
画 ，吸 引 了 现 场 小 朋 友 共 同 参
与。画作以濒危物种——绿孔雀
为主角，绘制了其栖息地和它的
伙伴们。画作由自然之友志愿者

们绘制原稿，北京乐高探索中心
拼砌大师亲手设计，希望孩子们
在享受拼砌互动乐趣的同时，了
解生物多样性知识。

据了解，双方围绕“生物多样
性”策划的主题活动已开展两个
月，通过组织展览、名师讲座、乐
高拼砌等活动，将北京的植物、河
流、湿地、野生动物等生物多样性
内容，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给
小朋友和家长。这些在生物多样
性主题活动中涉及的生物，将通
过乐高拼砌的方式永久留存。

山东省烟台市通伸小学日前举办“绿色环保小市场”活动，通过以
物换物方式，培养学生们的低碳环保、绿色循环理念。图为学生们交换
处理闲置物品。 牛夏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