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合力，给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为进一步保护辛安泉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和泉水集中出露
带核心区的生态环境，保障水源
保护区和出露带核心区群众的
经济利益，辛安泉镇按照2021
年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长治市辛安泉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及辛安泉域泉水集中出露带
核心区生态补偿实施办法》，通
过科学合理的评审给予退出企
业、农户等主体合理经济补偿。

截至目前，5家企业、2个村

集体、19家苗木种植户、21个农
户均有序退出，累计补偿3191
万元。护好水源的同时，辛安
泉镇不忘挖掘水文化、做活水
文章，实行“美丽幸福河泉+水
利风景区+水文化”一体建设，
挖掘潞水文化，利用京长合作
契机，完成“饮水思源”水文化展
厅筹备设计。

生态好，产业兴。“我们村结
合村里以前种过水稻的经验，
决定发挥泉水优势，建设上党

地区第一家水稻产业园。”刘永
刚说。现在，南流村平整了集
中出露带的500余亩河滩地，铺
设节水灌溉设施、新建育秧大
棚、维修田间道路、引进优质品
种、建成加工车间和水稻观光
农业示范园，配套建成加工厂
房，在完成水源地环境保护的
同时，全力推动村庄集体经济
增收，2023年，村级集体收入达
67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突破
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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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安泉水叮咚响
———潞城区辛安泉镇创新实施—潞城区辛安泉镇创新实施““泉长制泉长制””观察观察

王鹏王鹏 马明敏马明敏

“早就听说潞城区辛安泉镇南流村有一个神奇的‘响泉’，人们只要对着泉眼大声呼喊，就能看到泉水从地下涌动而出，今天
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一景观，太神奇了……”前几天，在我市工作一年的临汾籍青年张鹏一大早就驱车来到南流村寻找“响泉”。他
在南流村村党支部书记、辛安泉村村级泉长刘永刚的带领下来到了“响泉”旁。刘永刚先做了一遍示范，跟着张鹏也对着“响泉”
大声呼喊起来，只见泉水喷涌的幅度随着喊声明显增大，水流犹如朵朵白莲争先盛开……

“响泉复涌”，是潞城区辛安泉域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再现往日水清鸟鸣的一个缩影。
在2021年前后，这里的“响泉”曾一度停喷。辛安泉域集中出露带重点保护区治理保护工程启动之后，辛安泉镇从河道治

理、泉眼保护、植被修复等多处着手，经过治理，现在的辛安泉域绿树成荫，流水潺潺，鸟儿翩跹，一派生机盎然。

潞城区辛安泉镇将生态建
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在全面落
实河湖长制基础上，创新实施了

“泉长制”。该镇党委书记和镇
长担任镇级“总泉长”，分管水利
的班子成员担任“副总泉长”，涌
泉泉眼所在村党组织书记担任

“泉长”，全面履行泉域保护管理
责任。政策制定了，关键在落
实。辛安泉镇管辖村党员干部、
网格员深入学习、了解和实施了
泉域保护政策、“泉长制”实施方
案及水源地保护区（泉域重点保
护区）集体经济发展路子等，并
积极主动宣传贯彻落实“泉长
制”政策。

南流村作为“泉眼”所在地，
更是先行一步，快人一手。每
月主题党日对河道、泉眼边坡
垃圾、淤泥进行清除打扫，带动

村民积极参与到护河行动中
来，构建起“党委+党支部+党
员+群众”的党建护泉体系。同
时，辛安泉镇村两级配合长治
市辛安泉域管理中心在泉水集
中出露带和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设置防护网、警示牌、照壁等设
施，完成围网修复、标志牌增
设、导流渠清淤和应急池新建
等工程，有效阻隔了周边群众
生产生活所致污染物质扩散。

“没隔离之前，附近村民经常把
垃圾倒在路旁，一下雨就会有
杂物流进水源地，后来通过立
起围网，加上村里的宣传，周边
村民的意识提高了，都知道保
护水源的重要性。”市级水源地
保护区西流南村党支部书记刘
庆祥说。

针对早期的管护仅限于垃

圾清理、游客危险行为制止，观
测、维修养护等专业性较高监管
能力较为薄弱的状况，镇村两级
不断积极争取资金，谋划组建专
业管护队伍，对泉水集中出露带
核心区及缓冲区进行网格化划
分和有效治理。近年来，辛安泉
镇还对实施水源保护区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在沿河村建设6处
生活污水处理站，并进行“煤改
电”，清洁取暖率达100%。同
时，辛安泉镇还积极推动开展泉
域空间绿化，充分利用“3·12植
树节”等节点，栽植油松树木1.5
万余株，布设全天候高清监控2
处，筑造人工候鸟巢 15个，黑
鹳、大天鹅等国家一、二级保护
动物频繁飞临，泉域生物多样性
更加丰富，水源地管护水平得到
不断提升。

创新机制，构建大生态环保管控新格局

神奇的“响泉”。孙超 摄

南流景点涌泉亭。孙超 摄

水稻产业助村民增收。本报记者 张国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