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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看点6

1.35万亩荒山披绿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生态建设重点抓好“两山一川”“两地一廊”工程建设，全年安排国家工程
25万亩。其中，安排天然林保护工程2.6万亩，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7.5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4万亩，造林补贴项目7
万亩，森林抚育项目3.9万亩。重点安排在武川县、清水河县、托县3个旗县区。截至目前，首府完成绿化1.35万亩，栽植各类苗
木99.9万株。4月24日，为了集中展示呼和浩特市林业建设发展成果，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组织媒体记者走进清水河县、和林
格尔县，对林业建设情况进行了集中采访。

林果基地撬动乡村旅游
4月24日7时许，记者一行乘坐大巴车向

着清水河方向驶去。清水河地处内蒙古高原
和黄土高原的衔接地带，长城与黄河在这里
交融，沿途是丘陵，沟壑纵横，道路弯弯曲曲。
同行的呼和浩特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张春善
指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说，别看清水河地
处偏僻，生态区位却十分重要，是黄河中上游
地区环境综合治理和“三北”防护林、天然林
资源保护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点建
设地区之一。

大巴车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在清
水河县宏河镇一间房村的林果基地停了下
来。一眼望去，坡上种植的千亩海红果已经初
具规模，不少枝丫绽放花朵，或白或粉，在风中
摇曳。记者爬上山坡，看到几位村民正在栽种
海红果。一位老伯一边忙着为小树苗填土一
边说：“这是我们这里特有的树种，抗旱、耐风，
结下的海红果最受你们女娃娃欢迎了，果实
熟的时候，好多城里人来我们这里采摘呢。”

据一间房村党总支书记侯俊介绍，2016年
至今，通过改造荒山荒坡，一间房村山坡上种植
了海红果、欧李、大结杏共计6000亩，预计3年后
的挂果率能够达到70%以上。“一间房村很多村
民拿出土地入股林果基地，每亩享有200元的政
府补贴，将来这些水果形成产业链，有了收益即
可按股分红。其中，仅欧李的产值预计就能达到
690万元。”侯俊告诉记者，集体收入增加了，村
民的日子就好过了，再加上一间房村是去老牛
湾的必经之路，通过发展民俗、采摘，还能带动
乡村旅游，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农户以土地入股沙棘基地
离开一间房村林果基地，记者一行又驱

车来到清水河县五良太乡五良太村。顺着一
道弯弯曲曲的小路爬到村子南侧的后坡，便
是宇航人清水河县五良太沙棘基地。站在山
坡上远远望去，荒芜的山坡上均匀分布着一
个又一个树坑，沙棘幼苗刚刚冒出嫩芽。

正在为沙棘树浇水的村民刘润维告诉记
者：“我们这里以前是一个荒坡，种啥啥不长，
一到春天，沙尘暴卷着黄土，刮得人眼睛都睁
不开。这下好了，满山坡种上了沙棘，不仅能
产生经济效益，还能防沙固风呢。”

记者现场采访时了解到，五良太沙棘基
地是宇航人沙棘治理荒漠化、“中国沙棘第一
村”建设的基地之一，总建设面积1万亩，种植了
127万余株沙棘。采用集中经营管理，农户以地
入股、以身投劳，开创公司与农户共同建设、共
同受益的新模式。“沙棘种植3年后开始挂果，5
年进入盛果期，亩产500斤左右，按目前市场价
每公斤8元计算，亩产值在2000元以上，按照栽
植面积万亩计算，每年沙棘鲜果产量可达2500
吨，产值可达2000万元。届时可让五良太村210
户750人受益。”内蒙古宇航人高新技术产业有
限公司执行总裁杜肖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绿色发展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赢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和林格尔县西十万亩生

态工程区，这个地方也是30万亩林果基地规划重点区
域之一，计划建设经济林6万亩，树种主要以杏树、李
子树、龙冠果等各类林果类树木为主。现已完成2.6万
亩，剩余的2.2万亩建设任务将在今年的雨季完成。”当
日下午，在和林格尔县西十万亩生态工程区采访时，
和林格尔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谭龙指着成片的果树
对记者说。顺着谭龙手指的方向看去，果树在山坡上
蔚然成林。除了成片的果树，还有不少樟子松、油松
等。

事实上，西十万亩生态工程区只是和林格尔县林
业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和林格尔县一直保
持着较好的基础和发展态势，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
建设、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国家林业重点工
程，以及植被恢复、重点区域绿化等地方林业工程，全
县造林绿化总面积已经达到220万亩，其中森林面积
达到180万亩，森林覆盖率35%。眼下，和林格尔县正计
划在2018~2022年建设成优质、高产林果类经济林基
地30万亩。谭龙告诉记者，30万亩林果基地建设范围
包括5个区域，盛乐经济园区东部从台格斗村周边开
始向东延伸，建设面积8万亩；盛乐经济园区与县城区
之间区域，建设面积7万亩；大南山生态旅游园区向东
部和南部延伸，建设面积8万亩；城关西山区域，对卧
牛山生态工程区向西扩展，建设面积1万亩；209国道
两侧山丘区，西十万亩生态工程区向南延伸，建设面
积6万亩。建设区域内在保留原有乔木林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种植杏树、海棠、123果树、欧李、文冠果、沙棘
等，建成以林果类树种为主，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为
一体的针阔、乔灌复层林。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首先是持续推进大青山生态修复工程，5月底，

完成前坡主体绿化任务，栽植各类苗木375万株。启动
前坡七条沟系治理，治理总面积约1万亩，采取人工修
复与自然修复相结合方式，坚持以自然修复为主，对
每条沟纵深推进一公里打造生态景观点，体现一沟一
特色。推进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筑牢北部生态安全
屏障。”4月24日，呼和浩特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张春
善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呼和浩特市将通过实施“两山一川”“两地
一廊”工程，重点打造呼和浩特生态环境，依托国家生
态工程、地方生态工程，巩固提升蛮汉山经济林建设。
结合生态扶贫，推进清水河百万亩经济林、和林格尔
县30万亩经济林建设，通过政府补贴方式，引导农民
种植乡土果树，发展林产业，在2017年的基础上，今年
再完成经济林建设36万亩。计划用5年在丘陵区清水
河县、和林格尔县、托县以及大青山冲积扇区新建和
改造经济林130万亩。

同时，进一步推进土默川平原绿化，依托创建自
治区级森林城镇、森林乡村活动，实施农田防护林、
110国道等绿化工程，加快推进平原区绿化；启动土左
旗哈素海、清水河县浑河湿地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
在清水河县浑河湿地纳入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的基础
上加大保护建设力度。同时，开展保护黄河绿色行动，
实施沿黄生态走廊工程，构建黄河护岸林。

村民正在种植海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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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为沙棘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