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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张晓艳

昔日盐碱地昔日盐碱地 今朝麦浪舞今朝麦浪舞

移步异景移步异景 ““绿韵绿韵””流淌流淌
———鄂尔多斯打造—鄂尔多斯打造““花园式城市花园式城市””纪实纪实

三年前，记者曾到万亩滩盐碱地改
造现场。那时，盐碱地改造刚刚开始，
只见黄白色的土地上偶尔可见一些绿
色，大部分的土地上只是泛着白色的碱
花。耳边，时而传来机械的轰鸣声，是
挖掘机和运输车在忙碌着平整土地。

“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真能出现绿色
吗？”看到泛着白色碱花的土地，记者心
中充满疑问。

三年后夏天，太阳已经展示着它的
威力了。记者驱车直奔巴音陶亥镇万
亩滩村的盐碱地改造现场，还未到达目
的地，就看见远处蔚蓝的天空下，绿色

的麦浪在微风中起舞。走近麦地，只见
绿绿的麦穗已有成人大拇指粗。麦穗
扬着高昂的头颅，淡淡的麦香纠缠着耀
眼的阳光，绿色麦粒饱满而紧实，锋利
的麦芒挺直向上。

一时间，记者诧异于现在身处的地
方是否真是三年前所来过的盐碱地。

隶属于海化子公司的西部环保公
司盐碱地改造项目技术员武毅昶仿佛
看出了记者的疑问，满脸骄傲地说：“三
年前，这3000亩盐碱地还很贫瘠，只有
轻度盐碱地上还能种植些小麦，中度和
重度盐碱地上只生长少量的碱蓬和盐

爪爪之类的耐碱草。如今，这片盐碱地
经过我们公司的改造，小麦、水稻、油葵
甚至棉花、稷子草都在这儿落户了。”

能让昔日盐碱地上翻绿浪，这其中
一定有什么法宝。

没等记者提问，武毅昶便接着说：
“将盐碱地改造成沃土，我们用的就是
西部环保公司研发的土壤改良剂。第
一年改造这片盐碱地时，我们种的是水
稻和小麦，水稻的平均产量是每亩 40
公斤、小麦达100公斤；第二年，水稻的
平均产量达到每亩 100 公斤、小麦达
200公斤；今年，因为水稻刚出苗，暂时

估算不出产量，而小麦的产量保守些估
算平均每亩也可达到300公斤。”

说起让盐碱地变成良田的法宝
——土壤改良剂，记者想起曾经到海化
采访时的情景。

“我们在生产 PVC时，产生的固废
电石渣，建设水泥项目‘吃掉’了一部
分，还有一部分电石渣需要处理，我们
又成立了西部环保公司。西部环保公
司土壤改良剂项目，是将生产 PVC 产
生的废物电石渣，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制
成土壤改良剂，这既让公司多了一条

‘吃掉’电石渣的途径，解决了水泥项目

不能完全消耗掉电石渣的问题，也符合
国家的环保政策，是国家支持的项目。”
海化生产技术部经理张景满曾对记者
介绍说。

电石渣变身为黑色粉末状的土壤
改良剂，又“变身”为绿色麦田、稻田、油
葵田……看着眼前的一切，记者不禁感
叹毫不起眼的“黑色粉末”——土壤改
良剂的强大。

“如今，这片经过土壤改良剂改造的
盐碱地不仅是良田，还是生态田呢。”武
毅昶一边说，一边蹲下身指着麦穗，“盐
碱地多年来未经耕种就没有污染，土壤
改良剂给予了土地生命后，农作物生长
条件自然十分优越，因为没有化肥、农药
污染，就不会发生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等
问题。我们公司生产的土壤改良剂包括
酸性土壤改良剂、碱性土壤改良剂和腐
殖酸等，经过在酸性和碱性土地的试验，
能有效改善土壤的环境，使土地酸碱平
衡，可让无生命田变成高产田。现在，公
司生产的土壤改良剂不仅在我国的一些
地区闯出了品牌，还出口到了美国、马来
西亚、柬埔寨、印尼等国家。”

武毅昶告诉记者，下一步，公司将
进一步做好盐碱地改造文章，会在盐碱
地上试种胡杨、枣树以及一些观赏性强
的彩色树木，不仅让盐碱地变成良田，
还将让盐碱地变成景观带，进一步提高
土地的利用率。

金黄的麦子连成一片，像一片金色
的海洋，微风吹来，麦浪涌动，收割机像
渔船一样慢慢驶过，留下的秸秆恰似片
片余波。风轻轻地吹，传递着收获的味
道。与武毅昶挥手道别时，他与记者定
下了一个丰收的约定……

“绿”是生命的隐喻，是覆于大地最美
的颜色。

鄂尔多斯对绿的追求和守望，有着偏
执的况味。

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命
名鄂尔多斯市为国家园林城市。但这只
是鄂尔多斯对绿色的重新定义、再度启
程。

夏日的鄂尔多斯，是一幅被激活了的
“调色板”，从市府所在地康巴什区的中轴
线望去，墨绿、金黄、浓翠、酱紫，青松、金
叶榆、紫海棠、榆叶梅……婆娑光影中，一
丛丛杂树生花，一寸寸花田错落，将城市
勾勒成一个综合式花园体。移步异景，一
座城市对“绿”的匠心培植和独到运用尽
收眼底。

在2004年的第一锹土开挖之时，康
巴什就寄托和投入了很多人的汗水！从
沉睡千年荒原上的颓败村庄到如明珠般
熠熠生辉的城乡，从青春山脚下一道落寞
的山梁到中国城镇化道路上的一个典范，
正是鄂尔多斯始终用“绿”为康巴什“铺
底”，康巴什的“绿韵”才能流淌在每一处
建筑、每一个设计、每一条街景。七大主
题广场，四大主题公园，两个博物馆，一处
古遗址，一个城市景观湖，六大文化建筑，
四个旅游功能区，以及伊克敖包等26处
景点，都因绿而“活”。

而在东康阿中心城区，康巴什区的绿
绝不是秀木于林，在东胜区和伊金霍洛
旗，绿色依然是城市的不二“底色”，当裸
露的土地、冰冷的水泥被花草树木盘踞，
层次分明的景田或是浓抹淡妆的公园，每
天仿若草原初升的太阳，不声不响地织就
了一种茂密。是光与影的粘稠，是花与树
的缜实，最后才是那一顷千里的华美。

“我没想到这个城市这么绿，这么美，
这么让我留恋，随便溜达溜达，心里都能
美美哒！”来自巴彦淖尔的刘倩袒露着自
己的心声。

从康巴什在沙塬上拔地而起，到东胜
区旧貌换新颜，再到伊金霍洛旗绿染的风
采，从乌兰木伦湖景观带到铁西各大公园
再到“三河两湖”的微生态系统……一座
舒展、宜居、生态的园林之城总是带给世
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和熨贴人心的“一切刚
刚好”。比如穿过浓荫而吹起裙裾的风，
总是携带着21℃夏天的花香。

“城在园中，园在城中”，这样一个将
“绿色”作为独立语言体系的城市，必是一
部诗章：厚重、深沉、恢弘。夜跑、骑行、漫
步，静静地沉默或是肆意地呐喊，不论哪
一样，都是因感动而铺排出的“注脚”。

无需繁复的典仪，只需一个日出日落
的回合，我们便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花园”
表情，岁月将这种蕴藉坦率地呈现出来，
如同这个城市一直笃行的姿态，铿锵的脚
步。

直到今天，鄂尔多斯市都始终坚持以
“环境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环境化”为花
园式城市建设管理的目标。每天，沿着宽
阔的街道前行，透过小桥流水、亭楼画廊
或是热闹街角，总能看到园林工人将一簇
簇草花植根于并不起眼的空白处，小型喷
灌在朝阳下不断喷洒出一朵朵晶莹剔透
的“水花”……这已然成为城市中一道独
特的风景。

2018年，康巴什区更是加大自然生
态系统建设和环境保护，实施全城造绿补
绿，继续推进园林园艺建设工程。根据整
体绿化情况，年内计划投资7500万元，实
施景观改造提升类项目7项，改造提升面
积达75.8 万平方米。秉持“四季常绿、三
季花开”的园林绿化理念，康巴什对城区
重点区域干道及公园广场的绿化带及景
观节点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打造精致优雅
的城市景观。此外，康巴什按照城市防护
林结合全域旅游的思路，努力将环城林带
建设成为城市外围经济林、观赏林、生态
林，提升环城林带城市景观。

2018年，东胜区结合实际，通过反复
论证，最终确定了符合区情又富有新意的
设计方案。在植物搭配设计方面，大力推
广应用乡土树种，选育和引进适应本地生
长的植物；在园林用水方面，利用微喷、滴
灌等节水技术，全部引用中水浇灌以达到
节水的目的，走节约型城市园林建设的道
路。全年计划对城区主要道路、重要节
点、主要通道、主要公园广场、城区出入
口、校园周边、闲置土地等进行改造提升，
其中重点实施政府周边景观、东康快速路
与南出口绿化、市三中周边景观三大改造
提升项目，预计新增绿地60万平方米，改
造提升绿地1000万平方米，养护管理绿
地面积8100万平方米。目前，相关工作
正在全面实施，“绿面”不断扩大。

2018年，伊旗精心设计，精准规划，
计划实施园林绿化景观提升工程20项，
对原有绿地、公园、广场进行整体提升，重
点对“内蒙古佛教文化博览园、鄂尔多斯
火车站、伊金霍洛广场周边、高层区”等4
个区域和公园路、柳沟河南街等5条新修
道路以及海达广场、东山公园北口、四号
桥等 50个节点景观进行集中打造。新
建、提升8个公园广场景观品质，启动实施
阿镇“三河两湖”生态景观环城水系工程，
新修、改造中水管网190公里，全年计划
新增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

……
撷一抹绿，将其在光影流转中封存，

是另一种暗香相伴。每个夜晚来临时，当
一座园林式城市遇上一套多层次、立体
化、具有独特风格、体现现代文明气息的
灯饰景观体系，夜色变得流光溢彩，美便
有了更广泛的旨意。这是鄂尔多斯市在
花园城市“背景板”的又一种投影。

“绿”生大地，大地方能亘古不老。这
份对绿色的执着，就是百姓对城市的幸福
皈依，是城市对百姓的温热担当。

鄂尔多斯以城为证！

◎◎文文//图图 《《乌海日报乌海日报》》记者记者 王颖王颖

三年前正在进行改造中的万亩滩村3000亩盐碱地。

经过改造，
如今的盐碱地
上麦苗长势茂
盛，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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