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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
绘就首府绿色画卷

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副局长张锋介绍，“十三五”期间，呼和浩特市森林
覆盖率从2016年的21.30%，提升到2020年的23%，提高1.7%。新增森
林蓄积55万平方米，50%以上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通过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自然保护地由15处调整为11处。建成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预警体系、检疫御灾体系和防治减灾体系, 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可持
续控制。加强森林火险预警监测体系、防火阻隔系统、防火通信和信息指
挥系统、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和装备能力、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等建设，形成
完善的指挥系统、预警系统、扑救系统、保障系统的框架性建设，实现全市
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3‰以内。

“过去，我们的海红果走不出大山，卖不上价钱；现在，在合作社的带领
下，我们的海红果成了致富的金果果。”望着自家这片枝繁叶茂，刚刚挂果
的海红果树，清水河县韭菜庄乡果农石桂平喜上眉梢，满怀憧憬。近年来，
呼和浩特市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加强六大林果基地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增
收。目前，已经完成林果65.1万亩的基地建设任务。同时，积极发展林业
产业，发展以沙棘、枸杞、葡萄、甘草、种苗花卉、食用菌为原料的6个主导
产业，大力扶持宇航人、蒙草抗旱等龙头企业，通过加工、转化、增值，带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在绿化造林方面，我们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让林业插上了科技的
翅膀。”呼和浩特市推广在荒山荒地采用高标准水保整地、营养袋苗造林技
术。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网络等技术，引进前沿监测技术，
建立集信息采集、发布、动态监测、研究分析于一体的森林资源监测系统，
进一步推进信息技术在林业资源监测、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环节的应
用，完善呼和浩特市林业信息化基础平台，建成林业部门上下互连互通的
林业电子政务系统，完成林业监测信息与林业基础数据的整合利用，组织
实施“呼和浩特智慧林草生态大数据平台”及“呼和浩特种质资源库”项目，
不断完善呼和浩特市林业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

“‘十四五’期间，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将积极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思路，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方面，加快形成‘一河、两
山、三区、多点’的生态发展新格局。”张锋解释说，“一河”指黄河，该区域重
点是实施黄河沿岸提质增绿工程；“两山”指大青山、蛮汗山，该区域重点是
开展自然保护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水源涵养功能，构建首府生态安
全屏障；“三区”指黄土丘陵沟壑区、平原区及风蚀沙化区，黄土丘陵沟壑区
重点是实施以水土流失为主的综合治理工程，平原区重点是保护修复农田
防护林网，风蚀沙化区重点是实施以退化草原修复为主的生态工程，大力
弘扬“白二爷沙坝治沙精神”，加强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多点”指城镇、村
庄、厂矿、园区等重要节点实施绿化美化工程。

另外，以创建国家自然草原公园为契机，扩大敕勒川规模，提升敕勒川
品质，推进生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实施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工程，
通过禁牧、休牧、封育、种草、施肥等措施，推进草原休养生息。探索建立草
原保护与修复长效机制，加强草原动态监测，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不断
推进草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全市草原事业新发展。

“十四五”的号角已吹响，奋斗的征程已开启，首府乘势而上，坚持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工作方针，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塑造“园中
建城、城中有园、城园和谐”的大美格局，真正让首府“首”起来，“靓”起来。

（本版图片由呼和浩特日报社提供）

呼和浩特市围绕建设“安全、创新、生态、品质、幸福、文化”首府目标，将生态要素引入城市，让
城市融入自然，持续开展以“绿化青山、守护北疆”为代表的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筑起以大青山
前坡和大黑河生态水系为重点的南北生态屏障；城区“内核”着力打造以单位庭院社区绿化为点、
道路绿道绿廊为线、河道绿化为环、公园游园绿化为面的“点、线、环、面”相结合的绿化网络，逐步
形成“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绿化体系。通过透景留白、营建花境花海、疏林草
地，着力打造层次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草原风貌景观，使绿色成为首府“最美底色”。

生态+
打造“半城葱绿半城楼”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篇之年，首府园林立足市情，突出“生态+”发
展理念，全面高效推动生态园林景观建设进度，精心塑造“美丽青城、草原
都市”景观风貌，着力建设“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
市，逐步构建“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生态园林体系，进而实现“半城
楼房、半城绿”的愿景目标。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营造自然景观风貌。在绿化建设进程中，全
方位、全领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根据发展
现状，多做减法，收缩阵地，以追求自然、和谐的景观为目标，同时，借助园、
街等密植区域的植被调整，进一步构建物种协调、景观鲜明、层次丰富、地域
特色鲜明的城市绿地系统，打造自然风貌的绿地景观，突出草原都市风貌。

统筹发展要素，合理规划，完善城市生态功能。统筹自然生态各要素，
构筑生态、和谐、安全、文明的蓝绿空间系统，以系统的、协调的、可持续的
思维，逐步树立起生态园林建设发展的大局观、全局观。同时，以2021—
2035年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修编为契机，深入开展《呼和浩特市生态基础设
施规划》《大黑河流域生态廊道规划》《呼和浩特城市绿化条例》修编和《呼
和浩特市绿道系统整体规划设计》等多项基于城市生态发展战略研究的规
划导则，更加注重在综合总结、科学评估、生态要素统筹发展等方面推动城
市生态园林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设与首府总目标相匹配的“城在园中、林
廊环绕、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打造一座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

创新发展方式，节约为主，推进节约型园林建设。将绿色、循环、低碳、
节约的发展理念应用到生态园林建设之中，大力推进绿地内再生水管网建
设力度，提升再生水利用率。同时，加大乡土植被的研发利用，大力开展冷
凉地区花卉地被引种、驯化、扩繁的科研及实践工作，建设乡土花卉及观赏
草科研育苗基地，做到“就地取材”，进一步建设节约型园林。

精品园林
绿网织城繁花妆点

“今天的启动仪式，就是我们园林生态建设的冲锋号，我们将切实把提
质增效工作作为当前第一要务、第一责任、第一重点，全力以赴做好项目的
建设管理，把这件关乎首府人民的实事、关乎首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事干
成、干好、干漂亮，为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6月5日，在
呼和浩特市生态园林重点项目集中攻坚行动启动仪式上，呼和浩特市园林
建设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刘建国铿锵有力的发言，道出园林人的心声，
大家分赴各个项目区，发挥园林队伍积极主动、吃苦耐劳的铁军精神，按照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与部署，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打造优质环境和
精品景观，让市民尽享首府高质量发展成果。

以城市道路景观建设和改造提升为途径，构建线性廊道景观风貌。重
点构建“缤纷风景道、一路一花景”的“青城缤纷花廊”，实现绿网织城、繁
花妆点的线性廊道景观风貌，进而提升首府颜值。今年，呼和浩特市着重对
昭乌达路——哲里木路路段、金盛快速路北段、巴彦淖尔路等重点主干道进
行绿化建设，对128条道路进行绿化充实、调整、提升，逐步形成具有城市特色
的园林景观，彰显靓丽景观效果。通过优化调整、留白添彩的方式，针对现状
造景手法单一、林缘线僵硬、层次杂乱、整体色彩凝重的问题，多选用乡土地被
花卉植物及观赏草，通过调配针阔比例、乔灌草比例，运用园林手法勾勒出
灵动的美景线，营造上层自然、中层疏朗、下层精致的线性园艺景观。

以优化提升景观品质为重点，打造城市园林景观名片。通过对现有绿
地实施整体的景观提升，不断平衡、优化绿地资源配置，以“疏林草地”的建
设为生态园林景观注入鲜明地域特色。今年，园林部门以自然草地为底
色、乡土树种为元素，打造独具特色的疏林草地景观，搭建立体景观，更好
地提升市民的观赏体验。

以坚持生态惠民、利民为基础，打造高标准生态绿道品牌。今年，首府
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新建、改造220公
里的都市圈级、社区级绿道。通过整合现有慢行道、游步道网络，依托优质
的生态景观基础，打造“依山而行、傍水而憩、穿林而游、踏草而嬉”的高品
质草原都市绿道，引导各地依托绿道开展丰富多彩的市民参与活动，让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深入人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进一步构筑更加科学、完善的城市绿地生态系统。

以公游园、微绿地建设为切入点，构建更具亲民性、普惠性绿地系统。
今年，着重以公游园、微绿地建设和改造提升为切入点，在核心区内营建口
袋公园、社区游园92处，让更多居民体验“出门见绿、移步换景”，从而打通
绿化建设服务于广大市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人与自然零距离接
触。同时，结合500米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指标“扫盲”要求，以“小尺度”

“渐进式”的“针灸式疗法”，更新、带动老城区城市功能的修补，在街景道路
及小街巷、沿重要街道单位、社区庭院附属绿地园进行景观品质提升，在持
续增加中心城区绿量、均衡绿地布局的同时，实现生态产品全面提质和生
态产品的公平共享。

以垂直绿化为方式，着力提升城市形象景观。合理利用与发挥植物的
软化作用，加强轨道交通、人行天桥等桥墩、栏杆等立体垂直绿化，将环境
整治、景观道路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城市硬质景观与园林景观有效结
合，形成统一、和谐的城市绿地系统。在对老旧小区绿化改造的同时，建设
屋顶绿化，合理搭配利用灌木、地被、攀援植物，有效削弱城市噪音，缓解大
气浮尘，净化空气，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亲民便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希望增设科普宣传牌，让游客亲近自然的同时，了解更多的园林知
识。”“夏天到了，能不能设立一些可供烧烤的地方，可以明确重罚款项，专
治那些乱扔垃圾的。”“多增添一些便民服务措施，打造更多夜间景观提升
处。”这是前不久，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组织党员走进草原丝绸之
路文化公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时的场景。为了查找自身不足，聚焦补齐
短板，增强绿地系统的亲民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园林部门开展了包
括“三访”“三问”民意调查在内的多项活动。

完善绿化管理体系，提升精细化养管品质。通过完善管理标准化建
设，构建科学、标准、专业、可行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使首府养护管理工作做
到“精细化”“标准化”“科学化”。 今年，首府持续完善城市园林绿化目标
管理体系和考评制度，在规范城市园林绿地养护管理工作的同时，充实精
细化管理工作队伍，加强培训与考核力度，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为提升
精细化管理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强公游园精细化管理，提升公游园服务能力。强化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紧紧围绕公游园绿地的惠民属性，提升高品质休闲空间功能，在绿量
增加上下功夫，更在品质提升上做文章，重点推进公游园的特色化建设和
惠民性建设。通过优化调整植物配置、维护维修存量公园、绿地基础设施
建设、园内水体净化等措施，结合现代化管理手段，提升公园服务功能和人
与景观的互动性，充分发挥绿地公共空间的服务功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首府建设一盘棋，呼和浩特市区联动，分
工合作、协调配合，有效提升全市设计规划养管水平，扎实推进各项生态园
林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充分营造人人爱绿、人人护绿、处处造绿的良好局
面，让更多市民享受绿色生态福利，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大青山前坡
首府美丽后花园

绿树掩映、白墙蓝瓦、曲径通幽。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田园风光，有一望
无际辽阔壮美的草原风情，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这里是大青
山前坡，首府的后花园。

巍巍大青山曾苍松翠柏，草木葱郁，古树参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内蒙
古的各族儿女，孕育出了包涵蒙元文化、土默川文化、大青山红色文化等多
元独特的首府文化体系。

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条件所限，加之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无序的开
发利用，导致大青山区的森林植被消减，特别是前坡区域岩石裸露、草木稀
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保护大青山！还绿于民。
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副局长张锋介绍，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全面加强对

大青山的建设与保护，把大青山区的环境治理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
分阶段治理大青山。

2016年底，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决策启动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PPP
项目。该项目东起呼和浩特市与乌兰察布市边界，西与包头市相连，南到G6高
速及110国道新线，北至大青山南坡第一山脊线，东西全长120公里，南北平均
宽3.3公里，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公里，共涉及境内大青山沿线土默特左旗、
回民区、新城区、赛罕区4个旗区，10个乡镇（中心），73个行政村，约9.73万人。

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加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项目集生态建设、基础设施改造、旅游休闲、产城融合、富民增收于一
体。突出重要节点绿化，兼顾哈拉沁水库、五一水库、红领巾水库、万家沟
水库下游沟口治理，完善沿线7个高速公路出入口、沿山沟系、美丽村庄的
生态整治工作。

大青山前坡的绿化建设，由点及面，逐步形成了由生态路和呼和塔拉大
街两条道路生态景观廊道，自西向东打造了乌素图森林公园、哈拉沁生态公
园、哈拉沁沙坑公园、蒙草百草园、敕勒川草原、草原生态谷、雅玛图森林公
园等多处重要生态建设工程，实现了大青山前坡总体生态功能的恢复。

据林草部门统计，从2010年以来，大青山前坡绿化造林约2600万株，
种植了各类乔木、灌木。形成了层林尽染、色彩绚丽、四季不同的壮美景观。

截至目前，完成淘汰落后产能、棚户区改造拆迁627家、159.4万平方
米，大青山前坡区域的工矿企业已全部关停，界苑公园、上达赖敖包公园、
110国道、G6高速、生态路绿化工作全面完成，生态园林型、果树经济型、
生态防护型村屯绿化建设基本成型，大青山沿线防护功能和景观效果初步
显现，为将大青山前坡打造成集生态绿化、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和彰显文化
特色为一体的首府北部绿色长城奠定了扎实基础。

敕勒川
再现草原古风新韵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北魏民歌流传至今，留给后人无尽遐想。

据专家介绍，敕勒川草原早在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
动，也曾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长期交融的地域。敕勒川的史前
文明的形成发展不仅是依托黄河丰富的水资源。资料显示，距今4000年
前的敕勒川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经历了由热带、亚热带向温带转变的过
程。大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鸵鸟、古菱齿象、肿骨鹿、虎等哺乳动物化石，真
实反映了该地域气候演变过程。

由于近代人为破坏和自然原因，敕勒川草原生态环境一度恶化，植被
衰退，变成乱石林立、黄土漫天之地。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加大生态治理力度，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
境更优美，全力打造生态之城、绿色之城。

“恢复草原生态，需要摸清楚水、土、气、植、动、微等影响这一区域植物
生长和生态变化的要素，以及其历年间的变化规律。”据承担草原生态修复
工作的蒙草科研团队负责人介绍，科研团队选取适宜这一地区生长的禾本
科和豆科等先锋植物作为建群种，再配合适宜本地区生长的宿根地被，采
用人工撒播和机械喷播相结合的方法播种，并配合草原封育、草原松耙、草
原灌溉等手段进行修复治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生典型草原生态情景。

敕勒川生态谷沿线生态提升工程以回归生态、立足自然为根本，致力
于打造景观花田，还原有花、有草、有水、有鸟，与物共适的自然状态，提供
自然宜居的生活环境，形成以敕勒川生态谷沿线为主的生态廊道。

2020年8月29日上午，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工作启动会在美
丽的敕勒川草原举行。标志着以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等为代表的首
批39个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正式开展试点建设。

敕勒川草原不仅拥有万亩草场，也拥有全国最大的蒙古包会议中心。
是集国际会展、市民健身休闲娱乐、餐饮、会议、多民族文化体验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随着敕勒川草原生态恢复的加快，各类业态呈现出蓬勃活力。脑包
村、水磨村、乌素图、房车营地、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内蒙古少数民族文
化体育运动中心等一大批地标性建筑矗立。随着新建功能区的建成和
投入使用，敕勒川草原以会展、会议为主的国际草原旅游区的轮廓已经
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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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绿地平整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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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花卉进公园乡土花卉进公园。。

精细化养护精细化养护。。

满都海公园满都海公园。。

青城公园青城公园。。 敕勒川公园敕勒川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