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漠之中的水生态文明城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郝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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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在 2017年，乌海市成功跻身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
市行列。

三大沙漠交汇处的乌海，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水资源供求矛盾异常突出，指标性缺水是制约当地
发展的重要瓶颈。幸运的是，黄河穿市而过 105 公
里，为城市留下了生机和活力。多年来，乌海市围
绕黄河做好水的文章，着力打造百里黄河为轴心的
健康水生态体系，将水文化贯穿于建设之中，形成
了良好的水环境。

2014年9月，随着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开始
蓄水，118平方公里水面的乌海湖让乌海成为名副其实
的“黄河明珠”。借助乌海湖形成的机遇，乌海市加大了
水生态文明建设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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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打造，黄河文
化与蒙元文化在这里交融互促，黄河两岸成为乌海市最
靓丽的风景线，借此机遇，全市的旅游文化产业开始兴起
并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一座西部干旱缺水地区的工业城市，水资源
的宝贵不言自明，节水防污是必然的选择。为解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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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乌海市一方面积极转型发展，提升传统
煤焦化工和氯碱化工产业层次，实施规模化战略。另
一方面，不断培育新兴的接续替代产业，降低用水量，
从源头节水。据统计，乌海市到目前累计关停各类高
耗能、高污染小企业1560多户，100万吨以下焦化、60
万吨以下洗煤、30万吨以下煤矿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转型困难符合条件的企业，政府先后拿出数亿元
补贴，并通过质押贷款等融资手段，帮助企业上治污设
施。

与此同时，乌海市还建成污水处理厂 5 座，集
中处理工业污水及生活污水。在各工业园区都有污
水处理厂，工业用水被集中处理达标后又用于园区
企业的生产、绿化，工业污水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并
且，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70%以上，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 9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河乌
海段水质达到Ⅱ类水体类标准。

乌海市还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保护、“三条红
线”量化指标纳入“三位一体”考核体系，将工作成效
作为干部奖惩和使用的重要参考依据。

如今，乌海市首部地方性法规《乌海市海勃湾
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已经施行，乌海市对生态涵
养区的保护与管理步入了法治轨道。

珍稀动植物留恋的福地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郝飚

前段时间，一段“岩羊成群下山，在甘德尔山脚下自
在觅食，与游人近距离接触”的视频火遍乌海市民的朋
友圈。视频中，甘德尔山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在青青芳
草中，近20只岩羊悠闲自在地张望、觅食，不紧不慢地散
步。

“过去，岩羊多在山顶活动，下山觅食、饮水也
是在清晨或傍晚，白天下山较为罕见。现在的甘德
尔山，满目皆绿，还种了岩羊喜食的苜蓿、沙打旺，
它们也乐得多多下山来。”乌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
中心副主任宗丽琴表示，通过多年来禁猎、禁牧等
措施和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乌海市常年可观测到的
岩羊种群超过 50 只。

如今在乌海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绿色福利”，
不仅造福了百姓，更为一方野生精灵造就了繁衍生息
的福地。

从 2018 年开始，每年三四月间，成千上万的红
嘴鸥等候鸟会如约而至乌海湖。它们的到来，吸引
大批游客前来观鸟拍照，原本只在昆明和青海湖等
地才能看到的人鸟互动的和谐场景，在这里呈现
了。

河清水绿“鸥”先知。“红嘴鸥对生态环境和河湖
水质的要求很高，它们能在迁徙过程中集聚并长时
间停留下来，说明乌海的生态环境和河湖水质越来
越好。”乌海市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刘环孝
说。

不仅仅是红嘴鸥被这座城市的美所吸引，每年
3 月中旬和 11 月上旬，大约会有 60 多种、10 万多
只候鸟来到乌海栖息、繁衍，其中不乏黑鹳、金雕、
遗鸥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赤麻鸭
等更是逗留在乌海越冬，由候鸟变成了留鸟。

多年来，乌海市一手抓生态建设，一手抓生物多
样性保护，不仅建成了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等“动植
物理想生长地”，使得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明显增加，
还建立了面积为25.35万亩的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有效保护了以四合木、半日花、沙冬青等孑遗、
濒危物种为主的荒漠植被生态系统。目前，乌海市境
内的野生动物达到650余种、植物335种。

作为我国特有的、最具代表性的古老残遗濒危
珍稀植物之一，四合木因其稀有也被誉为植物界的

“大熊猫”，主要分布在西鄂尔多斯国家自然保护区
内，核心群落处于乌海市境内。

过去，由于四合木生长自然条件差，加上滥垦乱伐
等人为因素，造成原有的成片面积不断缩减。这些年，
乌海市加快实施四合木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等修复治
理工程，通过实行人工看护、围栏封育、颁布禁牧令等，大
力度进行生态复原。

如今，站在保护区向四周看去，一棵棵四合木
长势旺盛，郁郁葱葱，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守住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海东 郝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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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自然生态环境极为
恶劣，乌兰布和、库布其和毛
乌素三大沙漠在此形成交汇
之势。

这里，常年干旱少雨，风
大沙多，属于我国“自然生态
极为脆弱、生态产品极为短
缺、生态灾害极为频繁”的“三
极”地区。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乌海
人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为了
守住黄河生态安全屏障，愚公
移山般坚韧不拔持续播绿，为
我国干旱荒漠地区的防沙治
沙提供了成功范例。

甘德尔山绿意充盈。

种植葡萄实现脱贫。

使用喷灌和滴灌技术节约绿化用水。

遏制乌兰布和、库布
其和毛乌素三大沙漠“握
手”，愚公移山般坚韧不
拔持续数十年播绿不辍

全民植树。

乌海湖人鸟互动。

万木葱茏的夏日，在乌海湖上泛舟东望，
高耸连绵的甘德尔山映入眼帘。在这座乌海
市最高峰上，引人注目的不仅是矗立山顶、巍
峨壮观的成吉思汗雕像，还有那自山脚绵延
至山腰的“绿色飘带”。

此情此景，老乌海人都会发出一声感叹：
乌海能拥有这样一大片绿色，是多么不容易！

乌海是黄河自宁夏入内蒙古的第一站，
黄河穿市而过 105公里，是流域内少数几个
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之一。但人们可能想不
到，这里自然生态环境极为恶劣，乌兰布和、
库布其和毛乌素三大沙漠在此形成交汇之
势。常年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属于我国“自
然生态极为脆弱、生态产品极为短缺、生态灾
害极为频繁”的“三极”地区。但半个多世纪
以来，乌海人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为了守住
黄河生态安全屏障，愚公移山般坚韧不拔持
续播绿，为我国干旱荒漠地区的防沙治沙提
供了成功范例。

生态基础薄弱，
生态建设“难于上青天”

千百年以来，乌兰布和沙漠受西北风影
响，跨过黄河在乌海市境内严重堆积，导致全
市荒漠化面积曾占国土总面积的60％。1976
年建市初期，乌海市森林面积只有 533.3 公
顷，森林覆盖率仅为0.38%，可以说是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基础最薄弱的地区之一。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暖季不下雨，冬
雪渺无踪。”

“房前房后遭沙埋，柏油马路沙子盖。”
这些景象和顺口溜，曾是乌海市的真实

写照，也是很多老乌海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乌海市不仅风大沙多，而且降水量也极

少。据乌海市气象局统计，乌海市年均降水
量 不 足 155 毫 米 ，平 均 蒸 发 量 则 高 达 约
3000 毫米。在这样条件下进行生态建设，

“难于上青天”。乌海市退休林业工人王凤
森说，在乌海造林，不仅要把水从黄河里一
级级提升到山上，甚至还要把岩层凿开，从
山下背土添坑。

乌海地处宁夏平原与河套平原之间，这
两大平原是黄河流域重要的粮食生产基
地。可以说，乌海市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
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而且还关乎上游
宁夏平原和下游河套平原的农业生产乃至
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

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工程师段
娜在乌海考察后说，在乌海全方位开展防沙
治沙，从源头上治理沙害水患，对于缓减沙尘
暴危害，遏制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东侵南
移，阻挡大量流沙进入黄河，减少黄河泥沙含
量和对下游危害，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和决定
性的意义。

作为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中重要一环，乌海市立足全国发展大局，
自觉担负起维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重大责
任，全力补上这一薄弱环节。

接力守护母亲河，
坚韧不拔向沙海要绿色

现实虽残酷，但却未能阻挡乌海人对绿色
的追求。面对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生存
发展，一代代乌海人如梭梭般扎根于荒漠，以
其坚韧的品质数十年如一日，为守护母亲河向
茫茫沙海宣战，与风沙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

夏日，乌海市甘德尔山生态文明景区青
翠凉爽，游客哪能想到，10多年前，这里沙丘
汹涌，寸草难觅。

在2006年以前，这里被叫做白独贵湾，是
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进入乌海形成的面积
近20平方公里的风积流动沙地。这里冬春季
节每遇大风，沙尘弥漫，滚滚流沙从白独贵湾越
过甘德尔山直入鄂尔多斯高原，对西北、华北乃
至全国的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曾经有不
少自治区内外的企业和社会团体试图治理白
独贵湾，有的甚至与乌海市政府签订了治理协
议，但最终都因环境恶劣而放弃。无奈之下，乌
海市决定发动林业工人和市民自己治理。

董研生是个林二代，看到家乡饱受风沙之
苦，自小他就立下誓言：长大后要像林场工人父
亲一样治理风沙。1990年，董研生从乌海市农
林技校毕业后到治沙林场工作，并第一个报名
加入“青年治沙突击队”，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边

缘治沙。当政府要治理白独贵湾时，他又主动
要求参战。

当时的白独贵湾一片茫茫沙海，没有路，越
野车也进不去。从山下的治沙站到山上的沙
区，他和同事要走七八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
每次上山，他们都带上午饭和水，一干就是一
天，中午吃的是拌着沙子的馒头和咸菜。有时
就在沙山上过夜，睡到半夜，大风经常把帐篷刮
塌，有时甚至平移三四米。有些人坚持不住，走
了。而董研生就像他栽下的樟子松，深深地在
这里扎下了根。后来，他索性把家也安在了半
山上的治沙站，妻子也辞去工作，专门来这里照
顾他。

像董研生这样把大半辈子都献给治沙
的，还有今年 51 岁的治沙工人刘粉梅。从
1989年参加工作算起，刘粉梅已是一个有31
年工龄的治沙老兵了。

为提高治沙绿化工作效率和进度，她一
年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山上临时搭建的蒙古
包里。夏天最热的时候，室内温度超过40摄
氏度。“想着以后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好的环
境，我发自内心的高兴。一定要把绿水青山
留在家乡！”她说。

在治沙工人的常年坚守下，如今，甘德尔
山已披绿2万多亩，曾经的不毛之地变得一派
葱茏，正在被打造成为一个集旅游观光和休
闲度假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

甘德尔山区的绿色变迁是乌海市大力度
推进生态建设的集中写照。每年的冬春植树
时节，在漫天飞舞的黄沙中，满山遍野上万人
自发组成的植树大军是乌海市最为壮观的景
象。他们当中，既有市委书记、市长等乌海市
主要领导，更有基层干部和普通市民。甚至
80多岁的白发老人也在漫天的风沙中带着七
八岁的小孙子参加植树会战。在他们身后，
留下了一排排的树坑和一片片在风中摇曳的
小树林。但无论风沙有多大，不管条件多艰
苦，乌海人改变家乡荒漠化、坚决守住黄河流
域生态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他们的根深深
地扎在乌海这片大地上，他们是狂风中永远
屹立不倒的真正乌海之林。

多年来，乌海市陆续启动实施了甘德尔
山生态文明景区、京藏高速公路、海勃湾区东
山、乌达区西山、海南区环城绿化、海勃湾水
利枢纽库区西岸防护林等一大批重点林业生
态工程。这些生态建设工程主要以公共财政
投资为主，仅“十二五”期间，乌海市投入造林
绿化的资金就达40多亿元，年均投入绿化资
金近10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2%。同
时，该市还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林业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鼓励林地承包
权流转，将规模化林业企业和专业户纳入国
家林业重点工程实施范围，给予一次性补贴，
进一步加大对林业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对
符合条件的贷款企业给予财政贴息。

经过 40 多年的不懈治理，乌海市林地
面积、植被盖度不断增加，有效减缓了乌兰
布和沙漠东侵南移的速度，有效保护了黄河
流域的生态安全。全市沙化荒漠化土地明
显减少，风蚀沙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得到遏
制，创造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

全国第5次（2014年）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监测中，乌海市荒漠化面积比上一次清查减
少了 197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比上一次
清查少了 108 平方公里。这一成绩来之不
易，要知道，乌海全市面积才1754平方公里。

截至目前，乌海市森林面积达到约 3 万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达到19.7平方米。乌海市先后跻身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行列。

构建综合性生态系统，
科学养护谋长远

在乌海市，自然降水严重不足，每棵树木
都要靠人工浇灌。因此，用水大就成为当地
造林成本高的一大难题。过去，供水管网不
完善，造林技术不高，直接影响着树木的成活
率。

乌海市，一度陷入“年年栽树不见树”的
窘境。

从2009年起，乌海市开始全面铺设节水
灌溉系统，坚持植树造林推进到哪里，水利设
施就建设到哪里。细心的人会发现，在乌海，
随处可见树根部都有一根滴管，滴灌、喷灌技

术的大面积推广，对于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
存率起到重要作用。乌海市还引进以色列反
冲洗过滤技术和设备，利用黄河水，通过二级
提水，实现了高效节水灌溉，在保证成活率的
同时节约了大量水资源。

据多年测定，乌海市滴灌造林年均成活
率和保存率达到90%和80%以上，与过去漫
灌相比每亩林地一次灌水量由 60吨下降至
12吨，节约用水80%。

乌海市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绿化不搞“奇花异草”的要求，不盲目引
进，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地区实情
的绿化之路。根据适地适树原则，乌海市从
丰富林种树种、优化荒漠生态系统的目标出
发，从自然气候条件相近的地区引进樟子
松、云杉、沙拐枣、沙木蓼、新疆杨、桧柏等
30 多个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的抗旱树种，开
展大面积推广造林。

参考生物植被毯的原理，林业工人创建了
简易植被毯边坡造林技术，应用于甘德尔山的
山坡绿化，大大降低了成本。“普通植被毯造林
成本大约为28元/平方米，而简易植被毯只需
7元/平方米，而且效果也很好。”董研生说。

通过在林业生态建设模式和科研技术
方面不断创新，乌海市构建了特有的防沙治
沙技术体系，创造了极端干旱荒漠地区造林
成活率、保存率年年保持在 85%以上的奇
迹。

特色产业良性循环，
万亩葡萄结金果

在推进生态建设长远发展中，如何让生
态效益产生经济效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乌
海人一直在思考、探索。

在几十年的生态建设中，乌海人摸索发
现，乌海市有光照充足、干旱少雨、无霜期
长、昼夜温差大等特点，正是种植优质葡萄
的绝佳条件。1976 年以后，在政府的大力
倡导下，乌海市开始大面积种植葡萄，并使
种植葡萄逐渐从过去的庭院经济、百姓的小
副业变为这座城市的特色产业。

站在位于海南区赛汗乌素村的阳光田宇
国际酒庄观景平台向四周望去，种植园郁郁葱
葱的成片葡萄似绿色海浪般随风涌动，近万亩
优质葡萄不仅让荒芜的大地披上绿色外衣，也
结出致富的金果，让这里的村民脱了贫，走上
致富之路。

多年来，按照“生态、特色、高效、精品”的
发展思路，乌海市大力发展以葡萄为主的林
果种植业和加工业，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对集中连片新建园 50亩以上（含 50
亩）最高补贴达 6000 元/亩；对葡萄育苗、加
工、销售、储运等相关产业，也给予一定资金
扶持。所制定的《乌海葡萄标准化体系-A级
绿色食品-乌海葡萄标准化生产、贮运技术规
程》也在生产中实施和推广。同时，强化科技
服务，科技特派员对种植户点对点服务。

随着葡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葡萄产业集
聚效应日趋显现，葡萄酒产业呈现出良好发展
态势。如今，乌海市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的葡萄
生产基地。在国内，乌海市已成为可与新疆吐
鲁番地区相媲美的优质葡萄生产基地。2016
年，“乌海葡萄”通过了国家首批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

目前，乌海市拥有葡萄种植面积 3.2 万
亩，品种 130 多个，年产量超万吨。该市涉
及葡萄种植、加工、储藏、流通的企业近 40
家，整条葡萄产业链年产值达 3 亿多元。生
产的葡萄酒畅销全国并远销美国、德国、丹
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打造了汉森、吉奥
尼、西口风、阳光田宇等驰名中外的葡萄酒
品牌。同时通过每年举办世界沙漠葡萄酒
文化节系列活动，乌海市正着力构建“中国·
沙漠原生态葡萄酒庄之都”。

几代人战天斗地，终让沙海变桑田。几
十年间，乌海市逐步探索出一条完全符合地
区实际的林业生态建设产业化和林业产业
生态化的发展道路。目前，该市林业和沙产
业年产值近 7 亿元，形成了以葡萄、梭梭、育
苗、生态旅游为主的林沙产业基地近 10 万
亩。

生态好了，风沙小了，绿色多了，心情好
了。乌海人半个多世纪的绿色守护，既为保
护黄河流域生态发挥重要作用，更为城市宜
居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绿色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