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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冬日暖阳，呼吸着清新空气，汾河景区木栈道
上，散步的老人、嬉戏的孩童，还有晨跑的青年男女们，为
太原这座美丽的城市，调配出愈加鲜艳的色彩，描绘着太
原这座城市的“诗意栖居”。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太原的天更蓝了——市区综合
污染指数为 4.95，同比下降 2.8%。 6 项污染物浓度，有 3

项较 2022 年同比下降，分别是：二氧化硫浓度 11 微克 /立
方米，下降 8.3%；PM2.5 浓度 41 微克 /立方米，下降 6.8%；
PM10浓度 78 微克/立方米，下降 6.0%。有一项污染物——
二氧化氮浓度同比持平。2 项污染物同比上升：一氧化碳
浓度 1.5 毫克 /立方米，上升 7.1%；臭氧浓度 178 微克 /立
方米，上升 1.7%。

晴朗天空、清新空气，民生之要、百姓之盼。2023 年，
市委、市政府不断创新治气思路与举措，全力克服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气候气象条件等不利因素，打出了一套成效
明显的治气“组合拳”。

要让“尘埃落定”

绿色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交通则是流淌在这幅

美丽画卷里最灵动的风景。
呜……伴随着汽笛的鸣响，一辆装载着煤炭和焦炭的

列车驶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热电厂、钢铁厂。位于清徐的
山西晋煤铁路物流有限公司，每天有数千吨焦炭和煤炭从
这里运出——去年 8 月，晋煤物流铁路改扩建工程专用线
开通，这是我省去年首个开通运营的“公转铁”（公路转铁
路）绿色能源项目，现已建成 4 条调车线与 6 条到发线路，
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2000万吨以上。

铁路开到了“煤窝子”的中心——晋煤铁路物流公司
距离美锦华盛、梗阳新能源、亚鑫新能科技三家焦化企业
只有 1公里，大大减少了公路运煤带来的汽车尾气污染、噪
声污染、煤尘污染等问题。

而今，配套建设的 3 条焦仓装车线、3 条翻车机卸车线
正在建设中。“预计 6月焦仓装车线、翻车机卸车线建成后，
我们将通过皮带管廊、焦仓、装车线与开发区 3家焦化企业
实现连通，打通铁路运输的‘最后一公里’，3家焦化企业将
实现‘煤不露天、焦不落地’的清洁运输。”晋煤物流工程部
部长张世武介绍。

在迎泽区赵北峰城中村改造项目工地，大风天气依旧
看不到扬尘。现场工地裸露土方均已苫盖，工地内道路全
部硬化，出入车辆全部清洗轮胎。“即使在出土阶段，工地
内的道路也全部铺上钢板，避免扬尘污染。”工地一施工负
责人介绍。目前，该工地治尘投入超过 500万元。

对城市主次干道开展“以克论净”考核、将建筑工地评
为“A、B、C”三个级别分类监管、对渣土运输车实行从建筑
工地至渣土场的全流程监管、在 50处土方作业工地安装监

测 监 控 系 统 …… 各 项 治 尘 措 施 的 落 实 ，让 太 原“ 尘 埃 落
定”。监测数据显示，太原市区降尘量由 2019 年最高的
22.4 吨／平方千米·月降至 2023 年 6.4 吨／平方千米·月，
下降 71.4%。

推进“减污降碳”

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工业企业是太原生态环境保护
的主战场，也是太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重头戏。

作为我市第一家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水泥企业，山水
水泥的超低排放改造，累计投入资金 3800 余万元，包括破
碎、配料、回转窑煅烧、烘干、水泥粉磨、水泥制品加工以及
物料产品的储存运输，而按照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将实施
超低排放治理。如果是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车，都无法进
入厂区——厂区门口安装了门禁视频系统，对进出厂车辆
进行抓拍。“我们是环保绩效 B 级企业，进出厂的燃油车必
须达到国六以上标准，根据车牌号，可对国五及以下燃油
车自动识别。”山水水泥公司生产部部长段宏伟介绍。

“阳曲县有 3 家水泥生产企业，水泥年产量超过 400 万
吨，占全市产能的一半以上。”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队阳曲大队副大队长梁利凯介绍，“通过超低排放改造，3家
企业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一半左右，年减排量约 170吨。”

去年 3月，西山煤气化公司关闭了焦化一厂焦炉，标志
着我市焦化落后产能的全部退出，这也预示着古交市这一
全国最大的主焦煤生产基地告别炼焦历史。

（下转第 3版）

“哇，你们过年还送快递啊！”春节期间，33
岁的冯志富敲开一扇扇门，送上快递时，总能听
到 这 样 透 着 惊 喜 的 声 音 。 合 家 欢 庆 的 新 春 佳
节，总有人坚守岗位。这个群体，少不了快递小
哥 的 身 影 ，他 们 在 奔 跑 中 把 年 味 送 进 千 家 万
户。大年初二，记者陪同快递小哥送件，共同见
证着流动中的中国年味。

“忙，也是一种幸福”

2月 10 日清晨 7时许，城市尚未从除夕夜的
喧闹后苏醒。在学府街与太榆路的交汇处，灯火
通明的山西顺丰君怡速运营业点内已热闹起来。

记者见到冯志富时，他正站在一辆运输车的
尾 部 弯 腰 卸 货 。 这 些 快 递 ，要 在 当 天 完 成 派
送。他干快递已 8 年，所有流程得心应手。分
拣、整理，扫描包裹上的二维码录入信息，然后
按照派送顺序将包裹码放进快递车内。

7 时 30 分，他驾驶着满载包裹的电动三轮
车，快速驶向大小街巷，开启了甲辰龙年的第一
轮派送服务。他告诉记者，快递过年不停，不过
很多电商平台不再发货，所以总体快递量要比
年前少很多。为了照顾外地同事错峰返乡，他
报名坚守岗位。家在晋中，每天能回。家人也
理解，还鼓励他好好工作。

他笑着说：“我还有点‘私心’，春节顺丰有
加班费、补贴，而且大家见面都高高兴兴的，会
说声‘过年好’，我觉得挺快乐。忙，也是一种
幸福。”

街头，挂在树梢的串串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店铺
门窗贴出的大红福字和春联，在暖阳里闪着光，人们的心情亦
如潮水般荡漾。行驶大约 15 分钟，到达许西小区，这是他当
天要派送的第一单。

“您好，快递到了，在家吗？”“放在楼下的智能快件箱吧，
谢谢。”不到 5 分钟，这一单完成派送，他确认了一下地址，赶
往下一个派送点。

说一声“过年好”

春节期间，人们最想见到的，除了来访的亲朋好友，还有
将一份份“新春礼物”送到手中的快递小哥。与平时相比，心
情肯定不一样。记者与冯志富来到山西大学宿舍区，将快递
送给居民卢女士。对方笑着说：“原本还担心物流延迟，没想
到和平时一个样，谢谢你们，过年好。”

这样的暖心场景，一次又一次遇到。冯志富说：“自 2008

年以来，顺丰在行业内率先开展春节不打烊服务，至今已经持
续了 16年。 （下转第 3版）

迎“蓝”而上 向“美”而行
——我市大气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2 月 11 日，大年初二，不少游客来到蒙山登高游
玩、祈福新年。他们或在数千个玉米组成的金龙前争
先拍照留影，或围观红火热闹的民俗表演，或在桃林中
挂上祈愿板许愿，人们感受着春的气息，领略自在蒙山
的山水魅力，为新的一年求一个好的彩头。

山水蒙山欢乐多。一进景区，6800 穗晋源当地玉
米装饰的“龙腾盛世”造型引人注目，高 3.9 米、总长 10

米的硕大“金龙”栩栩如生，“玉米粮仓”“石磨”等创意
十足，吸引游客纷纷上前打卡。旁边，锣鼓声响起，舞
龙、划旱船、扭秧歌等民俗社火热闹上演，精神抖擞、激
情豪迈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非遗展示区
里，葫芦镂空雕刻技艺、晋源传统剪纸、晋阳中国结编
织技艺、黑釉陶器制作技艺、传统美术刻瓷等项目为无

边的景色增加文化魅力。
园子沟水系前，省非遗保护项目“晋阳拜灯山”仪

式，引得不少游客纷纷参与。这是一项源自隋唐、流传
至今的元宵灯节习俗。登山楼通体金色，四面供灯代
表四季，十二层象征十二个月，高 2.4 米代表二十四节
气。数百人同时供灯，祈求平安康乐。“传统的祈福仪
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新的一年为自己和家人点
一盏灯，希望每天都平安幸福。”市民张女士说道。

古朴庄重的开化寺、隽雅秀丽的连理塔，经历了岁
月的沧桑，在冬日暖阳照耀下更显肃穆庄严。“新的一
年万事顺利”“愿父母身体健康”……游客们纷纷在祈
愿板上写下新年期盼，龙腾虎跃的新征程正在启航。

记者 毕晶晶

本报讯 “给我来一份鸡蛋灌饼，再来一份豆浆。”
“好嘞，马上好！”后铁匠巷的一处沿街小吃店，春节期
间不时有顾客过来点餐。今年春节，不少市民注意到：
除了正常营业的大超市、综合市场，很多街边小店也照
样开张。一处处充满烟火气的小店，给日常生活增添
了便利，也让年味更加浓厚。

“今年春节，我们只有除夕歇业半天，大年初一就
照常营业了。你看这十几个订制蛋糕的单子，都是这
两天的。”大年初三一大早，32 岁的刘韵诗已在蛋糕店
里忙碌起来。住在附近的居民赵大娘领着小孙女，乐
呵呵挑选了几样糕点，装袋带走。老人说：“往年，这样

的小门店都关了，一直要等到大年初七才开门，买点东
西要去大超市。今年，有不少开着，很方便。”

45 岁的赵先生在水西关街开了一处水果店，过年
没有回忻州老家。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来太原游玩
的外地客人明显增多，生意也跟着好。索性一直开着
店，图个新春好彩头，过完年再回去住几天。

市民杜先生的老家在河南，过年留在单位值班，打
算错峰休息。他也感觉到，尽管是春节，但有不少街边
小店照常开着。就连楼下的包子铺，也依然弥漫着热
气腾腾的香味。在他看来，这些小店铺不仅烘托了年
味，也折射出春节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 （李 涛）

本报讯 2 月 12 日，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以“春运
热力图带你看‘流动中国’”为题，报道大年初三“人都去哪
了？”其中，太原成了南方居民前往北方的十大热门目的地。

报道介绍，大年初二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大约有
920 万人次，相比大年初一，客流量增加七成左右。从春运
热力图看，初三的流量比初二增长四分之一左右。

今年春节假期南北双跨的趋势越发明显，数据发现，春
运以来北方城市的居民纷纷南下，上海、成都、广州、深圳、
昆明、重庆、三亚、武汉、杭州和厦门成了北方居民前往南方
过年十大热门目的地。此外，来自南方城市的居民也纷纷
踏上前往北方的旅程，根据最新数据，北京、西安、郑州、哈
尔滨、天津、沈阳、太原、青岛、济南和石家庄成了南方居民
前往北方的十大热门目的地。大年初三，各地景区也迎来
客流小高峰。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的景区门票订单量
较去年增长逾六成。 （李晓并）

2 月 12 日，山西剧院内人声鼎沸，众多市民选择看电影的方式欢度春节假日。2024 年春节档共有 9 部电影集
中上映。 梁 琛 摄

非遗进景区 蒙山欢乐多

小店“不打烊” 节日味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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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居民北上

太原成为热门目的地

从 春 运 新 变 化
看 中 国 经 济 新 春“ 人 面 ”

2024 年春运是疫情防控转段后第一个常态化春运。40 天里，预计 90 亿
人次出行，将创历史新高。

客流高速增长，“人潮”带动“人气”，汇成一幅流动中国的长卷。新春之
际，记者分赴各地进行采访，从热热闹闹的春运中发掘“人面”新故事。

● 出行人潮涌动 ● 消费人气十足 ● 迎春人人奋进

（见第 3版）

本报讯 2 月 12 日，央视新闻频道春节特
别节目“来我家乡过大年”，在太原钟楼街邀请
大家到山西过大年。

节目介绍，“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
谷香”。山西有悠久的历史，有独具魅力的自
然风光，也有无尽的浪漫。这里，可以在街头
巷尾听悠扬的山西民歌，可以在小吃摊上品尝
独特的山西美食，还可以感受三晋父老的真诚
和热情。

节目连线太原钟楼街年俗活动现场，老街
过大年，呈现着传统与现代碰撞。钟楼街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因为钟楼而得名，如今
这里成了太原市地标性商业文化街。逢年过
节，太原市民必来此打卡。

钟楼下，正在表演“晋阳风火流星”和舞狮，
这样传统的年俗展演，将年味儿烘托得更加浓
郁，尤其是“晋阳风火流星”，只有来到山西太原
才能亲眼目睹。据介绍，“风火流星”是山西太
原独有的民间绝活，创建于明末清初，是一项集
民间杂技与中华武术相融合的传统社火表演。
现场，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着最原汁原味的“风
火流星”。而太原莲花落的非遗传承人则与观
众互动，展示拜年礼仪。

钟楼街上，还有来自平遥古城的“大红包”，
是晋商票号用来汇兑银两时的票据纸，通过介
绍，了解了晋商传统银行取款密码的“玄机”。

老醋元宵刀削面，不吃不算来山西。最火
的美食山西刀削面摊位前，师傅正在削面，“一
叶落锅一叶漂，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
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紧接着，是让人不敢
尝试的“老醋元宵”。

前段时间开馆的北齐壁画博物馆，用各种
高科技的手段，让古代的壁画动起来,VI技术可
以让人走进墓道，还能抓起文物……

节目称，山西有吃有玩有“流星雨”，诚挚邀
请大家“来我家乡过大年”。 （李晓并）

央
视
在
钟
楼
街
直
播
﹃
来
我
家
乡
过
大
年
﹄

欢欢喜喜过大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过法。对我省不少
企业而言，他们的新春年味是以“实干”为底色的：在机器轰鸣
的背景声中，在繁忙有序的生产线上，劳动者用饱满的干劲画
出了一张张“敬业福”。

大年初三，年味仍浓。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潇河建筑产
业有限公司钢结构生产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机
器轰鸣不断，随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他
们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各种设备，生产线上全自动机械手臂精
准配合，进行着定位抓取等精细操作。

山西潇河建筑产业有限公司是我省专业从事装配式钢结
构建筑的集成工程服务商企业。“春节假期，我们有 100 多名
员工在岗，大家分两班轮班生产，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全力
奋战首季‘开门红’。”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春节期
间的安全生产，节前，公司提前制定了生产应急预案，并对生
产车间、消防设施、特种设备、环保设施、电气设备等进行了全
面检查，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晶科能源“年产 56GW 垂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是我省重
大转型项目，也是全球首个包含硅片、电池、组件的“超级一体
化”太阳能工厂和行业最大的 N 型一体化生产基地。公司承
担该项目 10 万余平方米高端金属岩棉夹芯板及钢结构制作
任务。项目体量大、工期紧、任务重，公司充分发挥国家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智能制造优势，精心组织、科学规划，紧密对
接施工进度，分单体排计划，保证按需供应，做到无缝对接。

“目前，除了承接晶科能源项目外，还有潇河光伏产业园
220KV 供电工程、内蒙古宝丰等省内外 10余个重点项目的钢
结构及围护结构的订单生产。这些生产项目工期紧、任务重、
标准高，我们正全力以赴赶订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
质保量完成订单任务，公司将生产计划精细到分日、分区、分
车间、分工段、分班组，按照计划严格把控生产进度。“我们将
在坚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确保各项目订单高效履约。”

记者 梁 丹

机器轰鸣生产忙

他们用实干拼出
新春“敬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