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生态两不误
绿美环境又致富

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生态建设产
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总体思路，大力

推进现代林业经济，积极培育森林旅游、休
闲养生等新兴产业，促进林业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总体要求，通
过政策引导、项目倾斜和整合资金等多种举措，加

强农村牧区的公共绿地、进村道路及村庄周边的绿
化建设，全市掀起种植经济林热潮，全年种植红枣、
苹果、枸杞、文冠果、山杏、山桃等经济林10万亩。深
入推进“户种百果树”活动，按照“庭院妆绿、村庄掩绿、
一村一景观、一树一产业”的建设思路，鼓励农牧民在自
家庭院和闲散空地上种植一种或多种果树100棵，全市
参与种植的农牧户达到1万多户。

创新思路发展林沙产业，围绕休闲旅游、生态旅游、
红色旅游，打造综合采摘园、现代林业观光园、乡村生态
旅游区、“林家乐”等现代林业示范区。完成4家自治区级
龙头企业申报工作，完成2家国家级龙头企业和14家自
治区级龙头企业监测工作，帮助企业争取国家林业产
业投资基金15.8亿元、林业贴息贷款130万元，引导企
业、合作社、农牧民参与林沙产业建设，初步形成以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严格落实生态红线，合理编制自然保护区、
湿地、国家公园等林业生态红线方案，内蒙古乌

审旗文贡芒哈国家沙漠公园获批建设。全面
加强公益林管护工作，落实国家级公益林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2.68亿元，落实天
保工程森林管护补助资金 1.2亿元。

开展了“清理整治非法侵占国有林
地”等专项行动7次，共受理各

类涉林案件733起。
加大林业资金对贫

困地区、贫困人

口的倾斜力度，脱贫攻坚重点地区安排
林业生态建设工程4.5万亩。积极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提供生态公益性岗位，脱贫攻
坚重点嘎查村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276.9万
亩，补助资金3945.8万元。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市林业和草原工作将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新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总
体目标，统筹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推进国土绿化；
深化林业草原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发展林草产业，助力
脱贫攻坚；加强资源保护管理，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全面
推进林业和草原事业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沙产业、草产业及生
态旅游等产业发展，壮大林草产业规模，着力推进由单一
产业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转变。按照全市区域分布特
点，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区域布局，因地制宜，统筹推
进沙棘、山杏、红枣、肉苁蓉、文冠果、葡萄、海红果等特
色经济林种植，壮大各具地域特色的经济林产业。突
出打造沙棘和红枣基地建设，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
品附加值。继续抓好“户种百果树”活动，鼓励农牧
民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树，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
果。积极培育林草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区域特色
品牌。继续扶持高原杏仁露、天骄沙棘、蒙枣、
暖水苹果、沃多葡萄等本土品牌，加大与国内
林草企业的沟通联系，建立合作共赢的发
展路子。完善“企业+合作组织+基地+
农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
龙头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带头
作用，推动全市林草产业向
规模化、集约化、优质
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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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的最后一个节
气“谷雨”过去不久，家
住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库
布其沙漠腹地的蒙古族
牧民白音道尔计，在自
家的千亩沙地上种满了
沙生植物柠条、羊柴。
等到盛夏来临，这些耐
寒抗旱的沙生植物会破
沙而出，扮绿茫茫沙海。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
第七大沙漠。它像一条
黄龙横卧于黄河南岸，
总 面 积 1.86 万 平 方 公
里，相当于3个上海市大
小。曾经这里寸草不
生，风沙肆虐，被称为

“死亡之海”。近年来，
当地政府、治沙企业和
农牧民携手植树造林，
构建起一道绿色安全屏
障，将黄沙牢牢锁住。

白音道尔计在库布
其沙漠中生活数年，曾
经的景象仍历历在目。

“沙漠常年干旱少雨，我
家虽然有近 9000 亩牧
场，可一眼望去却找不
到半点绿色，没草羊吃
啥啊？”白音道尔计说，
过去这里的牧民都活得
很苦，白天被风沙欺负，
晚上为穷困的日子犯
愁。为了治沙也是为了
生存，2001 年听闻中药
材甘草能够在沙漠中生
长，白音道尔计便决定
试种一些。他告诉记
者，那时候甘草就是他
们家的“希望草”，看着
甘草苗把沙漠一点点

“染”绿，全家人的心里
乐开了花。

在鄂尔多斯大地，
像白音道尔计这样自觉
种树植绿的人比比皆
是。

今年是我国植树节
设立40周年。40年来，
鄂尔多斯市深入开展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形成
了形式多样的绿化造林
模式，先后建立了“民兵
林”“党建林”“武装林”
等绿化基地共 208 个。
到 2018 年底，全市累计
有 2634 万人次参加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栽植
各类树木2.45亿株、223
万亩。今年，鄂尔多斯
市计划完成植树任务
800万株，完成林业生态
建设面积 148 万亩。截
至目前，鄂尔多斯市累
计44.5万人次参加了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栽植
各类乔灌木500万株。

按照《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
印发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2019年鄂尔多斯市
全民义务植树从4月8日正式拉开大幕，

各旗区掀起种树新高潮。
4月12日，乌审旗万人义务植树大会

战在乌审召镇布日都嘎查举行，全国治沙劳
模、“牧区大寨”带头人宝日勒岱与当地干部
群众及中小学生一起挥锹铲土，共种植各种树
木 6000亩。同时，乌审旗还组织开展了种植

“幸福林”“青年林”“巾帼林”“企地互助林”等植
绿护绿主题活动。今年，乌审旗计划植树造林15
万亩。

这一天，鄂托克旗开展2019年青少年植绿护
绿活动，团旗委组织青年代表100多人，走进“青
年林”基地，栽下600株树木，让荒芜的原野焕发
出勃勃生机。

同样，在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举行的纪念第40
个全民义务植树节暨鄂尔多斯市造林总场建场
40周年纪念林植树活动，邀请曾经在造林总场
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参加植树活动，白泥井
镇党委、政府干部职工以及造林总场全体干

部职工共计180余人当日共栽植4000株
樟子松、1000株金叶榆和400株山桃。

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鄂尔多斯市造
林总场森林覆盖率达59.9%，比

建场初期提高了50.55个百
分点；有林面积比建场初

期增加了10.5倍，达

到86.57万亩；植被盖度则由建场初
期的8%提高到了65%。

伊金霍洛旗在义务植树活动月期间，
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履行植树义务，共建美
丽伊金霍洛”有奖竞答活动，吸引3000多人
参与，营造了良好的植绿护绿氛围。同时，伊
金霍洛旗创新义务植树方式，将经济林基地建
设和义务植树基地建设相结合，栽植苹果、山楂、
梨、李子、海红果、红枣等经济林1750亩，约13万
余株。全旗53个机关事业单位6000余人分12个
区域进行此次植树的挖坑和栽植工作，后期养护工
作也由全旗干部职工完成，培养了全民爱绿护绿意
识，加快推进全旗绿色发展进程。

鄂尔多斯市野生动物园开展了以“认养一棵树，
建设美丽东胜”为主题的全民义务植树认种认养活
动。通过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园内的各种树木得到
及时有效管护，还可以调动全社会热爱家园、重视
环保的热情和积极性，为鄂尔多斯市创建省级园
林城市、卫生城市、文明城市起到一定的推动作
用。一位认领者感慨地说：“植树造林不仅可
以绿化和美化家园，同时还可以起到扩大山
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农田、调节气
候、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是一项功在当
代、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通过举办这
种活动，可以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
热情，提高对森林功用的认识，促
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和
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
环境的目的。”

义务植树添新绿
齐心协力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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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
市长斯琴毕力格（右一）和官
兵一起义务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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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林业
和草原局局长韩玉飞

（左一）为树苗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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