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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铁腕”治理腾格里晾晒池成效显著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 开 荣松如 刘宏章 《阿拉善日报》记者 魏义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从阿拉善盟府巴彦浩
特镇出发，行车2个多小时
来到腾格里工业园区，看
到4个晾晒池由南向北依
次排开，1、2、3号晾晒池的
废水、底泥早已处理干净；
原先未启用的4号晾晒池
也改为固化物填埋场，顶
面铺上的草方格已长出茂
密的绿草。记者在现场没
有闻到异味。

“按照中央领导重要
批示精神以及国家环保
部、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
我们于2014年迅速开展整
治工作，当年就治理完成，
并于2014年11月份通过内
蒙古环保厅专家组竣工验
收。”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周怀军说。

据周怀军介绍，这4个
晾晒池于2009年到2012年
建成，每座晾晒池长280
米、宽165米，建成时允许
接纳园区高盐清净水，但
在使用过程中部分企业的
生产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入园区1、2、3号晾晒池，4
号池未投入使用。2014年7
月，开发区开始实施晾晒
池废水底泥处置工程。在
废水底泥处置过程中，
2014年9月6日，新京报以
《腾格里沙漠之殇：化工排
污使腹地“绿色”变黑》为
题，对这4个晾晒池排污问
题进行了报道。

媒体曝光后，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按
照中央重要批示精神，国
家环保部、环保部西北督
查中心先后深入腾格里工
业园区督查指导环境整治
工作，自治区领导多次听
取园区环境整治工作汇报
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将
整改任务尽快落实到位。

“要从快从严整治，给
中央、自治区和当地老百
姓一个满意的答复。”阿拉
善盟委、行署快速贯彻落
实中央、自治区领导的重
要批示精神，制定了《腾格
里工业园区进一步强化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方案》
和6个配套子方案，细化了
措施，明确了责任和整改
时限，并先后召开盟委委
员会、行署常务会议、专项
督查工作会议和全盟领导
干部大会，深入细致地研
究部署环境整治工作。

从保证治理工程质量
考量，阿盟聘请环保部、中
国环科院、清华大学、自治
区环保厅等9名专家组成
专家组进行科学论证，确
定将未用的4号晾晒池做
为固化物应急处置池，并
经过反复试验，确定对晾
晒池废水、底泥处理采用
生石灰将强酸性废水中和
至中性，采取与粉煤灰、水
泥混合固化的方式进行处
理。在工程、环境监理的全
程监督下，严格按设计要
求，在4号池的上下层分别

铺设了黏土防渗基层、膨
润土垫、HDPE膜、土工布、
排水网、砂石导水层、中粗
砂保护层等共8层防渗防
腐结构层，然后将1号、2
号、3号晾晒池的污泥固化
后，通过机械车辆转运至4
号晾晒池，共转运固化物
9.86万立方米，并在4号池
封顶土层上扎防风固沙草
格网5.3万平方米。

“按照加密布控观测
的要求，我们在晾晒池周
边原有5眼观测井的基础
上又新增了11眼观测井，
定期进行水样送检，实现
了地下水常态化监测。目
前，通过对16眼观测井的
挥发酚和硫酸盐、汞、砷等
32项因子进行监测，地下
水本体呈略碱性，水质总
体上接近地下水质量Ⅲ级
标准。”周怀军说。记者随
意打开一眼观测井，也没
有闻到到化工物的气味。
据介绍，该开发区环境整
治结束后还主动邀请新京
报记者进行了回访报道，
接受媒体监督。

“过去有风时，顺风能
闻到化工气味，自从治理
后，这几年再也没有闻
到。”家距离晾晒池最近的
牧民傲云巴图笑着对记者
说。“现在政府特别重视企
业的环保，还经常征求我
们农牧民意见！”

在对晾晒池废水底泥
治理的同时，近5年来，腾

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
《自治区环保厅关于腾格
里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
见》的要求，对旧区12家企
业厂区进行了拆迁和地貌
恢复工作，累计扎草方格
31万平方米，拉围栏1.1万
米，还投资2000万元实施
了绿化造林工程，共种植
梭梭、红柳等树种20多万
株，绿化面积达1700亩；相
继维修改造了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污水管网，建成了
固废填埋场，实现了园区
集中供热（汽）及中水回收
利用，园区环保配套设施日
臻完善。2014年以来，该开
发区企业累计投入3亿多元
升级改造了企业环保设施，
实现了稳定达标排放。

走进该开发区内蒙古
新亚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身穿统一制
服的工人来往穿梭，呈现
一派火热生产的场景。“近
年来，我们公司坚持把‘绿
色环保’放到第一位，作为
公司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
和强有力支撑，目前环保
设施投资达到整个企业投
资的40%。”该公司负责人
薛士发说，公司主要产品
为介酸、吐氏酸、磺化吐氏

酸、直接耐晒黑G等染料及
中间体，年产量1.6万吨，以

“绿色环保”为基础，相继
建设了日处理400吨中间
体废水自动化处理系统、
日处理480吨染料废水自
动化处理系统，既解决了
废水处理问题，保护了生
态环境，又回收了废水中
的硫酸钠和氯化钠用于生
产和销售，预计今年公司
产值可达4.8亿元、利税8千
万元。

【记者手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守住生态底线、推进绿

色发展、打造绿色产业，已

成为推动阿拉善盟新时代

发展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阿拉善盟在

治理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的同时，坚持

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和建设，全力整治环

境突出问题。2017年，该盟

采取“铁腕”措施，对贺兰

山自然保护区62家小洗煤

厂全部拆除，完成矿区渣

台治理1000万平方米、绿

化800万平方米；并对胡杨

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

耕地全部实施了退耕。通

过环境整治，使该盟发展

基础条件和环境得以显著

改善。与此同时，该盟围绕

“把阿拉善建设成为国家

重要的生态功能示范区”

的生态功能定位，坚持“保

护与建设并重，保护优先”

的林业发展方针，采取“以

灌为主、灌乔草相结合，以

封为主、封飞造相结合”的

林业治沙技术措施，形成

了围栏封育-飞播造林-人

工造林“三位一体”的生态

治理格局。通过多年的生

态文明建设，阿拉善森林

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实

现了双提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随着阿拉善盟生态的

持续好转，该盟向大漠要

效益，积极构筑苍天圣地

“大旅游”格局，积极培育

发展以肉苁蓉、锁阳、沙地

葡萄、黑果枸杞、文冠果等

为主的特色沙产业……一

系列绿色发展产业正在阿

拉善大漠崛起。

新华社广州4月14日电

（记者 李雄鹰） 在广州
市黄花岗公园内七十二烈
士墓东南侧，有一座民国
陆军上将之墓巍然壮观，
墓碑是孙中山先生亲题，
这就是邓仲元墓。清明时
节，园内青松翠柏，相互辉
映，蔚为壮观，庄严的墓碑
前，堆放着人们敬献的鲜
花。

邓 仲 元 （1886年－

1922年），原名仕元，别名
铿，原籍广东梅县，因其父
在广东惠州惠阳淡水经
商，从而落户淡水。邓仲元
早年就读于惠阳，后肄业
于崇雅学堂。1905年他19
岁时考入广州将弁学堂步
兵科，毕业后留校，任步兵
科教员兼公立政法学堂体

操教习，不久任代区队长，
1907年升任该校学兵营排
长兼代左队队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
仲元与陈炯明等在惠阳淡
水首义，继而率兵进攻惠
州，与敌作战，身先士卒，
率众击溃敌军，迫使惠州
守敌投降，光复惠州。他任
东江第一军参谋长，后改

编为陆军第一混成协，任
协统。

1913年邓仲元任琼崖
镇守使，后起兵反袁，与龙
济光激战于三水，失败后
逃亡日本。1914年他在日
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
务部副部长，旋奉孙中山
之命回国，密谋在广东举
行起义，并任广东讨袁军
总司令，与朱执信等人在
香港、澳门设立指挥机关，
与陈可玉策动陆军团长邓
承昉在饶平起义，另命洪
兆麟在惠州举事，均未成
功。

1915年邓仲元奉命赴
新加坡筹募讨袁军费。
1916年他任中华革命党东
江司令官，参加讨袁驱龙
（济光）战役，攻博罗、石

龙，与广州、惠州、东莞之
敌苦战月余。

1917 年 11 月粤军 成
立，邓仲元任粤军参谋长
兼第一师师长。1918年，随
陈炯明率军援助福建民
军，攻克闽南20余县。1920
年率部回粤，年底驱逐了
盘踞广东的莫荣新。

1921年5月，邓仲元任
广州军政府第一师师长兼
总司令部参谋长。同年夏，
击溃犯粤的沈殿英、刘震
寰部。接着，他积极支持孙
中山北伐，担任后方筹饷
械的任务。

1922年3月21日，邓仲
元亲赴香港接其老师周善

培来广州，傍晚抵达大沙
头广九车站时被人暗杀，
经抢救无效于23日去世，
终年36岁。

孙中山痛失良将，追
授邓仲元“陆军上将”，安
葬于广州黄花岗。孙中山
亲题“邓仲元先生之墓”墓
碑，胡汉民撰写“陆军上将
邓仲元墓表”。1929年7月
24日国民政府令拟照上将
阵亡例给恤。

广东仲元中学始创于
1934年，是专为纪念邓仲
元将军所创办。该校历来
重视继承与发扬仲元精
神，每年清明时节，仲元中
学都组织全体高一年级

1000多名学生，到黄花岗
烈士陵园开展祭奠活动，
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
躬致意、默哀悼念。仲元中
学校长谭小华说，吊念先
烈，可以让学生更好地铭
记革命事迹，学习七十二
烈士及邓仲元将军勇于斗
争、刚正不阿的爱国主义
精神。

据悉，为更好地铭记
邓仲元将军的历史故事，
广东仲元中学艺术科组以
历史剧为载体，正积极筹
备编排历史剧《仲元之光，
那年那月的仲元人》，预计
于5月面向全校师生及大
众公演。

“陆军上将”———邓铿

邓 铿（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