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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呼伦贝尔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娜 李新军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
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每
当这首悠扬的歌曲响起，
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美
丽的呼伦贝尔。

近日，记者走进这片
令人魂牵梦萦的草原，一
睹她的盛世“容颜”。

辽阔的大草原上绿浪
涌动，花海延绵；兴安岭林
海，轻风拂过，泛起绿色的
波涛，尽显纯美与空灵。

呼伦贝尔的美丽源于
上苍的恩赐，更源于呼伦
贝尔人对绿色的坚守。对
于这片绿色净土，当地干
部群众小心呵护，倍加珍
惜。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呼伦贝尔市
委书记于立新说，“建设美
丽呼伦贝尔，就要坚持绿
色发展方向，坚持生态保
护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
努力实现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以绿色发
展引导产业布局、倒逼结
构转型。”

为了夯实绿色根基，
发挥绿色优势，发展绿色
产业，推进美丽发展，呼伦
贝尔谋定而动，蓄势而发。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法治和制度，更重要的
是压实各方责任。呼伦贝
尔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
生态环境。

呼伦贝尔市制定出台
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

则》《呼伦贝尔市生态地质
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关于
加强呼伦贝尔草原保护与
建设的决定》等制度。2016
年10月1日，《呼伦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
颁布实施。这些构建起呼
伦贝尔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四梁八柱”，表
明了呼伦贝尔市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
决心。

刚性制度，还须铁腕
执行。近年来，呼伦贝尔加
大环保执法力度，严惩乱
砍滥伐、毁林毁草开荒、草
原挖药等行为，对违法排
污企业严管重罚。

2013年以来，呼伦贝
尔市森林公安相继开展了

“猎鹰”“天网”“雷霆”等专
项行动，共受理涉林案件
1.1万余起，综合查处1.3万
余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
人员1.3万余人；全市开展
各项环保专项整治行动，
检查企业1954家次，查处
环境违法企业314家（次）。

呼伦贝尔不懈努力，
从制度到实践，让绿色发
展提速增效。

呼伦贝尔有着12万多
平方公里的草原。绿草如
茵、坦荡壮阔的大草原让
众多人流连忘返。

然而，面积达2000多
万亩的3条沙带，犹如疮
疤，成为草原人心中挥之
不去的伤痛。

2009年起，呼伦贝尔
全面向沙地宣战，启动了

沙区综合治理工程，并将
该项工程作为全市公共公
益工程的一号工程。全市
每年投入1.5亿元治理沙地
100万亩，用愚公移山的精
神治沙，将黄色的“沙魔”
用绿色锁住。

到2017年，全市完成
沙区综合治理面积1100万
亩，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实
现了“双减少”。

沙地治理，仅仅是呼
伦贝尔生态建设的缩影。
从呼伦贝尔草原到大兴安
岭林海，更大范围的保护
与建设一直在进行之中。

———以“退”为进。全
市实施的退牧还草、沙化
退化草场治理、草原建设
等工程，落实禁牧和草畜
平衡1亿亩以上；

———搭建平台有序推
进生态草牧业示范区建
设。目前，示范区已组建了
5个院士专家工作站，在这
里开展各种研究，为草牧
业发展探索出新的发展路
径；

———实施森林保护工
程。近5年来，全市完成造
林绿化任务510.72万亩，超
额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
111.22万亩。截至2017年
末，全市森林面积1300万
公顷，森林蓄积量11.6亿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51.4%；

———海拉尔河、伊敏
河生态修复等水系治理工
程取得阶段性成果。近5年
来，呼伦贝尔市深入开展

额尔古纳河、嫩江等重点
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境内
大部分河流水质有了明显
改善，重点河流达到Ⅲ类
以上的水质断面占76.9%，
总体保持在全区优良水
平；

———对照中央第二环
保督察组“回头看”督察呼
伦湖综合治理项目过程中
指出的问题，呼伦贝尔市
深刻反思，深挖病根，坚决
打好呼伦湖综合治理整改
攻坚战，凝聚形成全市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精心的呵护换来丰厚
的回报，呼伦贝尔的生态环
境持续好转，让生活在这里
的人民群众感受至深。

在呼伦贝尔，常常能
听到人们说：“走进呼伦贝
尔就是走进一个天然氧
吧，呼吸空气就是养生。”
为了守护好这蓝天碧水，
呼伦贝尔市实施了中心城
区集中供热和“拆炉并网”
工程，拆除锅炉120座，新
增集中供热325.8万平方
米；累计淘汰燃煤小锅炉
352台，有效解决了城市燃
煤污染问题。2017年，呼伦
贝尔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98.4%。

如今，良好的生态环

境不仅成为当地人民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也成为内
蒙古最亮丽的名片，绿水
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畜牧业是呼伦贝尔的
支柱产业之一。然而，传统
畜牧业中的牲畜快速膨
胀，导致部分牧区超载过
牧，让草原不堪重负。今
天，很多牧民改变了畜牧
业的发展方式，自觉减少
牲畜头数，转型发展，这成
为今天呼伦贝尔新一代牧
人的新选择。

走进陈巴尔虎旗巴彦
哈达苏木呼和温都尔嘎
查，牧民查干的牧家乐生
意红红火火。

谈起自家的变化，查
干说：“之前，家里养了500
只基础母羊和30头牛、30
匹马，除去购买草料、人工
费用等，收入并不高。现
在，这里的畜牧业从一味
地追求数量向高质量转
变，减少了牛羊的养殖，转
而依托草原的优美景色办
起了牧家乐，家里的收入
是节节攀升。”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
草原上的牧民。在绵延千
里的原始大森林里，曾经
声声不断的伐木声，在
2015年4月1日戛然而止。
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商

业性采伐，宣告了多年来
向森林过度索取的历史结
束。这一历史性变革的背
后，彰显出生态文明建设
新境界。

曾经担任根河林业局
萨吉气林场901工队长的
高显仁，就经历了从“伐
木”到“育林”的整个过程。

“保护才能发展，可持
续才有未来。”这是高显仁
的感悟，也是人类在与大
自然的博弈中所认知的道
理。

“不卖木头卖风景”。
停伐以来，高显仁在林业
局、根河假日旅游公司和
所在林场的支持和指导
下，与队友们依托根河源
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根河源
头“马兰湖”，养起了兔子
和生态鸡，发展森林旅游
观光业。今年，时间刚刚过
去了7个月，高显仁们就有
了4万多元的旅游收入。

“虽然不砍一根木头，
但生活变得越来越有奔
头。”谈到自己的变化，高
显仁颇为得意。

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呼伦
贝尔的盛世“容颜”———天
更蓝、草更绿、水更清、空
气更清新、百姓的日子更
富足！

新华社南昌8月10日电

（记者 赖 星） 在江西
省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党
委、政府驻地院墙东侧约
200米处，有一处烈士纪念
园。园内安葬着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民族解
放英勇捐躯的中共党员、
赣东北赤色警卫师师长祝
应龙。

“他留下的壮烈事迹
和无畏精神，滋养着一代
又一代东乡民警，激发我
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
任感。”抚州市东乡区公安
局民警乐涌涛和同事在祝
应龙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排成整齐的队伍，庄严地
举起右拳，重温“入警誓
词”。

档案显示，祝应龙的
出生日不详、籍贯不详，就
连名字当中的“应龙”二字
也是根据东乡口音音译而
来。1932年3月5日，赣东北
省委决定在东乡开辟新的
根据地，派祝应龙和时任
中共赣东北省委巡视员的
邵式平于6月22日开赴东

乡。他们率领800余名官
兵，挺进以珀玕弄里艾家
为中心的东乡、余江周边
地区，在弄里艾家村成立
了东乡县苏维埃临时政
府。

接连取胜后，赤色警
卫师扎营下湖徐家村。

6月27日，国民党抽调

国民党部队第53师和第5
师两个师的兵力，采取分
进合击战术，包围东乡东
部地区，企图在徐家村消
灭赤色警卫师。

战斗惨烈，洪水汹涌。
当时，敌人占领了制高点，
密集的火力封锁了交通要
道。如不及时组织突围，部
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生死关头，祝应龙
与几位团长商议，由他带
领100余名士兵抢占旁边
一处制高点，压住敌人火
力，部队其余700余名官兵
由邵式平指挥往东北方向
突围。

在战斗中，一直跟随
在祝应龙身边的新婚妻子
壮烈牺牲。面对突如其来
的巨大不幸，祝应龙强忍
悲痛，冲锋陷阵。

为了打掉敌人的火力
点，他从身边一个已经牺
牲的战士手中拿过一把枪
跃出壕沟，冲向制高点要
去强抢敌人机关枪。就在
接近制高点时，祝应龙不
幸身中数弹，英勇牺牲。牺
牲时，他手中紧握着枪支，
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战斗中，与祝应龙一
起担任掩护任务的100余
名红军战士血战到底，全

部壮烈牺牲（包括1名团
长）。赤色警卫师剩余的
700余名官兵在邵式平的
指挥下，向东北方向成功
突围。

祝应龙牺牲后，国民
党的士兵抬着他的遗体报
功，行至半途，被武装群众
截获，将他的遗体安葬。

祝应龙的英勇事迹被
东乡人民永远铭记，在他
牺牲之地，当地政府为其
修建了纪念碑和烈士墓。
数十年来，每逢清明节等
重要时间节点，都有许多
干部群众、教师学生前往
凭吊。

舍命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赤色警卫师师长———祝应龙

祝应龙烈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