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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治理扛在肩上生态保护治理扛在肩上
黄河穿乌海市区而过105公

里，在这片土地上，煤炭资源富
集，工业发达。但长久以来，偏煤
的产业结构直接威胁着乌海市的
大气环境。大气污染一度成为制
约该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突
出的短板。

近年来，乌海市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向污染宣战，累计投入
228亿元，实施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2800多个，全市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2018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2012年增加132天，

蓝天白云已成为城市天空的常态。
坐落于乌海市海南工业园区

内的泰和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过去
仅是一家洗煤加炼焦的企业。前些
年，全国煤炭市场行情持续低迷，企业
亏损严重。痛定思痛，泰和煤焦化集
团开始在延伸产业链上做文章。

“焦炉煤气用作生产玻璃纤
维燃料，矿井流出的疏矸水变成
可以喝的‘纯水’，煤矸石等矿山废
渣化作新型建筑材料，在我们企
业，煤炭可以说被‘吃干榨尽’了。”
如今，泰和煤焦化集团总经理郭宇
骄傲地说。

为转变产业结构，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该市大力淘汰低端落后
产能，引进一批污染小、能耗低的
新项目，对现有项目进行循环化、
清洁化改造，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
由20%提高到90%以上，乌海还被
评为首批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城
市。同时，积极引导企业运输“公
转铁”，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1.6
万台，引进100台新能源电动公交
车，逐步扭转能源消费方式。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乌海市还
先后实施工业治理项目372个，并
不断加大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制定自治区首个矿区环境治理地
方标准。隆昌工贸骆驼山煤矿成
为全区首个绿色矿山并被列入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治理和可持
续发展项目。

该市还积极按照自治区的统
一部署，会同周边地区共同治理
大气污染。并编制完成了《乌海
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为深入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
供了指导。

为打造山青水秀的城市环
境，乌海市全面加强水污染防治，
制定首部地方性法规《乌海市海勃

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同时，乌
海对工业污水生活污水进行集中
处理，在各工业园区建设污水处理
厂，工业污水基本实现达标排放。
2017年该市跻身全国首批水生
态文明城市。

为彻底改变地区生态条件先
天脆弱的劣势，该市累计投入40
多亿元，实施了一大批造林绿化
工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9.9平方米，实
现了荒漠化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

“双减少”，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称号。

乌海，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在这里，大河两岸沙漠、戈壁、山脉、绿洲等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的绝佳画面美不胜收。多年来，奔流不息的黄河水如母亲般滋养着沿河两岸的乌海百姓，同时它所孕育出精深
博大的黄河文化，更是让乌海这座西北小城有了发展的依托，并拥有了“黄河明珠”的金质名片。如今，乌海市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保护母亲河历史重任，并围绕深
厚博大的黄河文化做起了文化旅游产业这篇大文章。滔滔黄河正在成为造福乌海人民的幸福河。

节水与开发利用共发力节水与开发利用共发力
“真没想到，乌海这么干旱的

地方竟然能创建成功全国水生态
文明城市。”站在碧波荡漾的乌海
湖边，今年67岁的老乌海人苑志
安感慨万千。老人说，以前的乌
海难见一点绿色，现在满城是绿
树，随处可见湖泊、水渠，美不胜
收。

走进乌海，你会感受满城盈
绿，万顷碧波，领略河渠穿城，山
环水绕，树木下的滴灌、花草间的
喷灌，更会让你切身体会到乌海
人对水的珍惜和爱护。

黄河是流经乌海的唯一河流，

作为一座西部干旱缺水地区的工业
城市，乌海市年降水量160毫米，但
蒸发量却高达3200多毫米，在这里
水资源的宝贵不言自明。为解决乌
海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及水资源
配置不合理问题，乌海市组建了水务
集团公司，对于供水、排水和污水治
理回用实现全局统筹、统一调度，从
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等方面全面加
大节约用水力度。

该市在全市划定了6个集中
式地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在保护
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对饮用水水源
有污染的企业，不审批其他用途的

取水许可，严格控制新增地下水开
采。区域内主要发展生态节水农
业，种植的葡萄、蔬菜等有机品全
部采用微灌等节水型灌溉技术。

节水的同时，该市有效利用
黄河造福百姓。2014年 8月，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黄河海勃湾
水利枢纽工程主体竣工运行，它
是830多公里黄河内蒙古段唯一
一座调节控制性工程。它不仅在
防凌、发电等综合利用方面发挥
作用，而且将黄河内蒙古段的防
洪标准由 50年一遇提高到 100
年一遇。工程蓄水的同时，在城

市之中形成的118平方公里的乌
海湖更已成为乌海市最引以为傲
的城市景点。为建设好乌海湖水
利风景区，乌海市与周边地区合
作，在库区周围的沙漠边缘大面
积种植林草植被，一定程度控制
了乌兰布和沙漠南侵，减少了进
入黄河的泥沙量，也提高了自然
植被的自我修复能力。乌海湖休
闲度假旅游区先后入选了国家水
利风景区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名单。

借助乌海湖形成的机遇，乌
海市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规划

建设了集防洪排涝、蓄滞洪水、河
湖景观为一体的城市水系。同时，
黄河乌海段形成了总面积6.5万亩
的湿地，每年冬春时节，在乌海湖
和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有近百种
10万余只南飞北还的候鸟在那里
栖息、繁衍，场面十分壮观。

为养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乌
海市在每年5月1日至7月31日
对黄河乌海段进行全面禁渔。同
时从2007年开始，该市每年都会
在黄河乌海段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12年间，已累计投放各类鱼种达
1057万尾。

围绕黄河文化做大文章围绕黄河文化做大文章
从小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海南

区书画院院长鲁婷自小就喜欢黄
河石，几前年，她尝试着将泼墨造
型和工笔技法运用到黄河石彩绘
创作中。没想到，形态各异、朴实
圆润的黄河石重新被赋予了艺术
性之后很受欢迎。3年多来，鲁婷
先后创作了“福河的故事”等系列
黄河石彩绘作品。去年，她的作品

“福河的故事”走进了2018年深圳
国际文博会，并代表自治区参加了
今年的北京文博会，受到一批国际
友人和国内各地艺术家赞赏，鲁婷
说：“我一定要继续做好黄河石创
作，弘扬好黄河文化，讲好黄河这
一幸福之河的故事。”

如今在乌海，以黄河文化为
题材的绘画、剪纸等艺术也应运而
生，广受市场欢迎。与此同时，黄

河文化还与书法文化、葡萄文化、
奇石文化等特色文化相互交融，相
互促进，有力推动了地区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搭上以黄河文化为代
表的文旅产业快车，乌海市的转型
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径。

时值深秋，位于海南区西卓
子山街道办事处赛汗乌素村的黄
河西行客栈美景无限。九曲黄河
在乌海市境内一路北上，却在这
里改道西行。在秋日的阳光下，
这片美丽的村落宁静而安逸。

黄河西行客栈由赛汗乌素村
农牧场、头道坎两个自然村组成，
过去是有名的垃圾场，村民以种
植玉米等传统作物为生，收入微
薄。近年来，围绕“突出黄河特
色，做强旅游产业，建设美丽乡
村”的大思路，这里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打造集观光、采摘和农家乐
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新村。经过3
年的发展，黄河西行客栈再现黄
河风情美景，成为乌海市及周边
地区颇有名气的景点，西去的黄
河水成为了村民的摇钱树。

黄河在这一段，有着得天独
厚的水土光热资源，盛产优质鲜
食葡萄，还是优质酿酒葡萄的种
植区域。目前，乌海市葡萄种植
面积达到3万多亩，葡萄年产量1
万多吨，葡萄酒年生产能力 2万
吨,涉及葡萄种植、加工、贮藏、流
通的企业达33家。“乌海葡萄”不
仅成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还被世界沙漠葡萄酒联盟确定为

“世界沙漠原生态葡萄酒之都”。
从最早的矿工书艺陶冶，到

群众兴起习练书法热潮，书法文

化同样是乌海最鲜明的文化符
号。如今在乌海50多万人口中，
常年习练书法的爱好者有 10万
余人，乌海拥有中书协会员 40
人、自治区书协会员160人，120
余人次获得包括中国书法最高奖
兰亭奖在内的全国性奖项。“中国
书法城·乌海”不仅成为乌海最具
特色、叫得最响的城市名片，还让
乌海成为一座文化特色鲜明、人
文气息浓厚的魅力城市。

不仅如此，黄河边、戈壁中的
奇山怪石更是铸就了乌海人对石
头的喜爱，在今天的乌海，民间赏
石、藏石已成为一种习惯，街头、广
场、公园到处林立着天然成趣、形
态各异的观赏石，成为一道城市风
景线。2012年，乌海市被命名为
首个“中国赏石城”。

乌海市还是黄河文化与草原
文化、蒙元文化的交汇处。坐落
于海南区拉僧庙镇图海山上的满
巴拉僧庙修建于乾隆43年(公元
1778年)，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
的学习蒙医的最高学府。如今的
满巴拉僧庙已是集藏传佛教文化、
蒙医体验、民俗风情观光为一体的
国家3A级旅游区，并建成了自治
区首家独立的蒙医药博物馆。

奔流不息的黄河还在乌海地
区孕育出悠远灿烂的历史文化。
在距今6000年前，以召烧沟岩画
为代表的乌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再
现了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游牧狩
猎的情景。而如今在乌海市的黄
河沿岸，仍有秦、明两代长城遗址，
更是为这里的黄河文化增添了一
份历史的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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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勃湾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毕晓敏 摄

陕汽乌海新能源专用汽车。 石历增 摄

黄河西行客栈美景引人入胜。 郝飚 摄

乌海湖国际帆板大赛。赵永刚 摄黄河乌海段增殖放流。郝飚 摄

乌海兴起黄河石彩绘产业。 郝飚 摄

书法文化在乌海得到传承发扬。 郝飚 摄

外宾品尝乌海葡萄酒。高丹妮 摄

黄河乌海段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石历增 摄

长河落日圆。 云帆 摄

位于黄河边的海南区二道坎明长城烽火台遗址。郝飚 摄

蒙医胜地满巴拉僧庙。郝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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