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水绕北疆 铁肩护安宁
——内蒙古奋力建设“两个屏障”纪实

就在5年前的那个冬天——2014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不顾鞍马劳顿，冒严寒踏冰雪，来到了内蒙古。
“守，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望，就是登高望远，规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古，

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识；相助，就是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殷殷嘱托，切切期望。对于内蒙古来说，这是时代命题，更是责任担当。
放眼118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草原和森林铺展绿色，沙漠绿洲“生金长银”；八千里边防线平安祥和，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五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两个屏障”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本报记者 施佳丽

鸿鹜成群，风涛大作，浪高丈余，若林
立，若云重。曾经的岱海湖无边无际，仿
佛是草原上的一片海。当地人称岱海是

“凉城的眼睛”，但是现在这双眼睛老了、
病了。

“院子南围墙砌得特别低，就是为了
能在家里看到岱海。过去坐在自家炕上
就能听到岱海的波涛声，夏天下完雨出门
就能抓到鱼。那时候银鱼20多块钱一斤，
提着两条岱海大鲤鱼去看望岳父也特别
有面子。现在这个岱海啊，别说鱼了，水
都少了好多……”岱海镇三苏木村村民索
太平保亲眼见证了岱海一天天萎缩、干
枯，心里十分着急。

岱海是列入中国规划保护的365个好
湖泊之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布小林到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调研时，详
细了解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进展情况。
她强调，保护好岱海水生态责任重大、意
义深远，各级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严格
落实湖长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保护长
效机制，持续推进岱海水生态保护。

猛药去疴、重拳治污，让中国好湖泊
岱海“返老还童”势在必行！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
谐、美丽。”

……
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质。我

区陆续出台37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果，
60%的国土面积已划入生态红线保护范围；
湿地面积恢复近300平方公里，重要江河湖
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72.6%；2018年截至
11月底，共完成营造林1295万亩，其中新造

林734万亩，种草3515.3万亩。
数字的背后，是着眼大局的思考、斩

钉截铁的决心和精准发力的举措。五年
来，内蒙古各族人民调准时间表，对照路
线图，以最有效的举措，用最稳健的行动，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构筑万
里绿色长城为主线，深化改革创新，转变
发展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生态保护与建
设取得了新的成绩。

内蒙古大地正呈现出无限生机：一抹
抹翠绿，装扮着荒凉瀚海；一湖湖碧波，栖
息着生物精灵；一座座城市，追寻着可持
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之路越走越宽【评论】

在祖国北疆
构筑起
万里绿色长城

□李振南

绿色，本来只是众多颜色
中的一种，但是对于内蒙古来
说，却有着比其他某些颜色更
加重要的地位。

外省人一说起内蒙古，首
先想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绿
色大草原，是“一湾碧水映晚
霞 ”，是“ 风 吹 绿 草 遍 地
花”……可见，绿色是内蒙古
的底色和价值，生态是内蒙古
的责任和潜力，守护好这片绿
色，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
重要使命。

曾几何时，我区虽然经济
增速有过“八连冠”的辉煌成
绩，却也经历了“会呼吸的痛”
带来的焦虑，经历了“资源型
发展”引发的担忧。处理好环
保与发展的关系，牢牢守住生
态底线，实现山清水秀环境
美，既是全区各族群众的深切
期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
应有之义，更是内蒙古必须自
觉担负起来的重大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上
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我
区时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批重大
生态修复工程深入实施，一批
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落
后产能被淘汰，一批群众反映
突出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三项改革试点扎实推
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深入人心，美丽内蒙古
建设大步前进，呈现出了新局
面。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
须也要看到，我区自然生态先
天脆弱，产品结构重型化特征
明显，生产力布局分散，发展
与保护矛盾比较突出，生态环
境依然处于“整体遏制、局部
好转”的位置，筑牢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还任重道
远。在这个关键时期，任何一
点疏忽懈怠，都可能会让生态
环境出现反复，甚至还会前功
尽弃。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
山皆有情。我们要建设的现
代化内蒙古，必然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蒙古。
所以，我们还需继续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让内蒙古的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人民
更开心，在祖国北疆构筑起万
里绿色长城。

在4000公里边境线和36万平方公里边境管理区

草原110联防队员、边境堡垒户等群众联防组织超过700个
参与群众超过4000人

各级调解组织年均调解各类矛盾成功率达95%以上，社会矛盾大幅下降

全区103个旗县（市、区）综治中心实现全覆盖，基层治安防控能力显著提升

咬定“林改”不放松
□本报记者 李晗

驱车行驶在赤峰市林西县七合堂村笔直的公路上，两侧山坡
天然次生林与人工林相互交融，蔚为壮观。很难想象过去这里曾
是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如今，像七合堂村这样先绿起来，再富起
来的地区还有很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正在逐渐显现。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否成功就是看最后生态环境是不是得到改
善，农民收入是不是增加，林业产业是不是得到发展。”望着眼前的美丽
景色，赤峰市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科科长王长洪自豪地说。

王长洪大学毕业后来到赤峰市林业局工作，工作20多年来，
他见证了赤峰市的历次林权变革，但集体林权制度产权不明晰、经
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依旧存
在，这些都极大的制约了林业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自
治区开始在赤峰部分旗县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王长洪成
了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王长洪花了不少心思，做了不少功课。他
收集了有关林权制度改革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等资料，认真总结
经验。“林改”工作开始后，他一方面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走出去，学
习先行地区的好经验好做法，另一方面组织调研组深入12个旗县
区的农村牧区对林情、社情及林权现状开展调查研究。在摸清情
况的基础上，王长洪组织起草了《赤峰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
施意见》和《赤峰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基础性文
件，为林改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了确保林改顺利推
进，王长洪同林改办人员，广泛调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林改有力地促进了造林育林护林，实现了增绿增质。林地承
包到户后，集体林地由‘我们的’变成‘我的’，农民由‘要我造林’变
成‘我要造林’。广大农民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出现了全家护
林、合作护林的可喜现象。”王长洪说。

在全面推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同时，王长洪还深刻意
识到林改档案电子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他率先推动建立了林改
电子档案信息化管理系统。

王长洪告诉记者，今后赤峰市还将继续咬定林改不放松，创新体制
机制，巩固改革成果，健全完善促进林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人物】

“沙漠玫瑰”敖特更花
□本报记者 李晗

临近春节，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长敖特更花正
盘腿坐在炕上，和几名民工联队队员热火朝天地商讨开春后去西藏治
沙植树的事情。这些日子，敖特更花十分挂念西藏山南育苗基地的苗
圃长势情况，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她的心仿佛早已飞了过去。

提起治沙和种树，敖特更花总有说不完的话和讲不完的故事，这个
从沙窝窝里成长起来的蒙古族女人，早已和沙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敖特更花出生在库布其沙漠七星湖北大门的西沙拉，那时既
不通公路也没有电，上学要走十几公里沙地才能坐上班车。家里
虽然养了200多只羊，但由于沙漠的阻隔，根本就卖不出去。“那时
真的是恨透这个地方，放假了都不愿意回来，羡慕别人的家乡有路
有电。”敖特更花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2007年，亿利资源集团雇佣农牧民在库布其沙漠植树种草。虽
然当时在心里不太相信在沙漠里能成功种树，但怀着让家乡绿起来的
希望和信念，敖特更花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与到其中。第一年她
和爱人带着两个工人给企业打井取水，第二年她就成了民工联队小分
队队长。看着一棵棵亲手栽下的树苗成活，曾经的沙漠一点点变成绿
地，敖特更花的干劲越来越足，十几年的时间，敖特更花的民工联队绿
化沙漠面积达2万多亩，成活率均在95%以上。

5万公里，是2018年敖特更花皮卡车的里程数。2014年，随
着亿利资源集团的绿化事业不断发展，敖特更花带领自己的团队
走出内蒙古，前往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阿克苏新疆建设兵团去种
树。2017年，她独自一人驱车3360公里到西藏山南开展苜蓿种
植项目，现在，那里已经有了600亩育苗基地，种着沙枣、柠条、羊
柴等沙生植物。大家给她取了个响亮的外号——“沙漠玫瑰”。

“起初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让家乡变绿，现在我还要带领乡亲们
致富奔小康。”自从当上了道图嘎查的嘎查长，敖特更花深感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她还打算去一趟四川，看看那里的地形和环境，如
果有可能也想带动那里的百姓一起植树致富。

深冬，大兴安岭西南山麓的阿尔山市
三角山地区，国门边的一条雪径上，印着
一队巡逻兵深深的足迹。

阿尔山蒙语意为“热的圣泉”。但隆
冬的阿尔山被冰雪覆盖，最低气温可达零
下50摄氏度。在这里，湿毛巾瞬间可以直
立，温度计被冻坏也是常有的事儿。驻守
在这里的内蒙古边防某团一连官兵，踏着
齐膝深的积雪艰难跋涉，巡逻在绵延曲折
的中蒙边境线上。

年复一年，安心戍边，需要一枚最重
的心锚。在官兵心中，深藏着一种掩饰不
住的荣耀——我们是习总书记接见过的
战士。

2014年1月26日，就是在这条巡逻路
上，他们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车队相遇。
尽管已过去5年多，但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战士们内心依然激动不已。

国必有边，边必设防。内蒙古是祖国
“北大门”、首都“护城河”。自治区党委书
记李纪恒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嘱托，清醒
认识当前我区维护稳定面临的复杂形势，
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要坚定不移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面落实稳定第一责
任，确保祖国北方边境安宁。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力量。对于
有着蒙、汉、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
春等55个民族的内蒙古来说，民族团结是
发展进步的基石，是人民幸福、边疆安宁
的生命线。

灯塔指引每一次扬帆远行。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如浩荡东
风吹拂万里草原，让内蒙古各族人民深受
鼓舞。牢记总书记嘱托，2500多万各族人

民团结一心，锐意进取，像珍视生命一样
珍视民族团结，用自己的生动实践切实筑
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为祖国和人民站好岗、放好哨、守好
边！”从界河沿岸到莽莽林海，从广袤草原
到沙漠戈壁，一批又一批共和国卫士，用
生命和忠诚为祖国北疆筑起“钢铁长城”。

——在天寒地冻的内蒙古自治区边
境牧区，700多辆“草原110”穿梭在草原
与戈壁之间、村镇与牧户之间、民警与群
众之间，筑牢祖国八千里北疆安全稳定屏
障。

——自治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汇
聚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情报互通、资
源共享，联防联治、联控联管”的强大合
力。全区103个旗县（市、区）综治中心实
现全覆盖，基层治安防控能力显著提升。

——大漠植绿人苏和、敬业楷模范志
佺、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米德格玛，一批又
一批“内蒙古好人”、尽责圆梦先进典型、
道德模范层出不穷。在全区第九次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345个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350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隆重表彰。

……
“无边的草海根脉相连，辽阔大地山

川绵延。各族儿女携手同心，守望相助幸
福永远。”一首深情的《守望相助》，唱出了
内蒙古各族儿女手拉手、心连心，共同创
造美好未来的心声。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内蒙
古这片热土，从不缺少进取之心、克难之
志、开拓之力。走在新时代的大道上，内
蒙古“两个屏障”建设步履铿锵！

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边疆稳固之根越扎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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