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2 月 16 日 讯 （记 者 帅
政）伴随着“嗡嗡”声，启动后的无人机
快速升空。日前，呼和浩特市生态环
境局玉泉区分局深入沙梁子村，启用
无人机对沙梁子村周边区域的秸秆焚
烧及燃煤散烧情况展开巡查。

“有了无人机就是高效。”巡查人
员感慨道，平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
巡查工作，无人机工作短短几分钟便
一目了然。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
玉泉区分局创新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手
段，以“人防+技防”“空中+地面”相结
合模式，利用无人机实现对全域秸秆
焚烧及燃煤散烧的巡查，高效监控秸
秆焚烧和燃煤散烧行为，筑牢禁烧“防
火墙”。

下一步下一步，，该分局将进一步扩大无该分局将进一步扩大无
人机使用范围人机使用范围，，将其应用于巡查监管将其应用于巡查监管
工业企业污染源等方面工业企业污染源等方面，，通过无人机通过无人机
实时监控实时监控，，对环保违法违规现象做到对环保违法违规现象做到
早发现早发现、、早控制早控制、、早查处早查处，，助力深入打助力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区域环持续改善区域环
境空气质量境空气质量。。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无人机升空 紧盯秸秆焚烧

【纵览】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你看这里，一马平川的雪原是不
是可以媲美夏季一望无垠的碧绿？”刚
入立春，记者跟随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
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居民孟克，来到草
原深处的“桃花源”——哈布其盖国家
沙漠公园。

哈 布 其 盖 ，蒙 古 语 意 为“ 峡 谷 地
带”，地处乌珠穆沁沙地，巴拉嘎尔高勒
河中下游，距离巴拉嘎尔高勒镇 7 公
里。虽然已是初春，但此时哈布其盖景
区内连绵起伏的沙丘与柳林灌丛依然
包裹在皑皑白雪中，呈现出奇特的沙地
疏林草原雪景。

“ 毕 竟 是 沙 地 ，这 里 也 曾 黄 沙 漫
天。”说起以往的光景，当地牧民朝克图
不禁感叹。“过去由于过度放牧，草原退
化沙化很严重。”

近年来，西乌旗牢牢守住生态保护
红线，在自然修复为主的基础上，积极
引进生态修复试点项目，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京津
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启
动实施，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工作。
乌珠穆沁沙地分布在锡林郭勒盟

东北部，是内蒙古 5 大沙地之一，总面
484.73 万亩，其中分布在西乌珠穆沁旗
434.63 万亩，占沙地总面积的 89.5%。
横亘在西乌旗境内的乌珠穆沁沙地东
西长 150 公里，宽约 15 公里，森林覆盖
率 27.32%。

这片沙地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重点实施区，也是国家重点公益林的主
要分布区。依托 2000 年启动的京津风
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实施，西
乌旗采取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
林、飞播牧草、工程固沙、禁牧生态治理
措施，合理配置乔、灌、草等植物类型。
截至 2019 年，乌珠穆沁沙地累计实施
治理 141.51 万亩。2021 年，又完成沙
地治理项目 6.8 万亩。

与此同时，2018 年实施了乌珠穆沁
沙地专项治理工程，乌珠穆沁沙地植被
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保护。

2019 年，西乌旗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继续实施好重点生态修复工
程，落实乌珠穆沁沙地重点危害区专项
治理项目 4.4 万亩，启动哈布其盖国家
级沙漠公园建设项目。

经过治理，截至 2021 年末，乌珠穆
沁沙地上草原植被平均高度、盖度、生
物 量 分 别 较 2017 年 提 高 了 21.3% 、
8.1%和 34%。植被的有效治理恢复，促
进了草原生态平衡。

“我工作地在浩勒图高勒镇。镇上
巴彦宝力格嘎查乌其盖沙地是乌珠穆
沁沙地的一部分，总面积 3 万亩，结合京
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项目，从 2003 年
开始进行封沙育林，经过十多年的整治
和 管 护 ，目 前 ，这 座 沙 漠 已 变 成 了 绿
洲。”对于乌其盖沙地的转变，孟克亲眼
目睹。

通过多年来的治理，乌珠穆沁沙地
得到有效治理，整体沙化现象得到控
制，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西乌旗还依托治理成果开发了黄
柳采条、生态旅游等沙产业，年黄柳采
条 1000 万穗，用于防沙治沙项目，同时
在哈布其盖治沙站建立了国家沙漠公
园。

在继续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
同时，西乌旗加强对治理区的管护，治理
区域治理达标解封后，严格落实草畜平
衡制度，对解封区实施沙地禁羊，对纳入
国家重点公益林区的实施禁牧，落实生

态补奖政策，进一步巩固治理效果。
朝克图告诉记者，每年为期一个月

的休牧时间不仅有助于自家的草场植
被恢复，还能有一定的禁牧补贴收入。

“去年休牧时间为 4 月 15 日至 5 月 14
日，为期 30 天。对实施休牧的牧户按
休牧草场面积给予休牧补贴，标准为
0.75 元/亩，人均草场面积不足 300 亩
的，按照 300 亩兜底计算补贴资金。”朝
克图说。

多年来通过禁牧休牧、生态移民、
围栏封育、畜牧业集约化经营、生态效
益补偿等综合治理措施，全旗草原退化
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好
转，沙化土地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

据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与
2013 年相比，全旗牧草平均盖度提高
4.8%，产草量每亩平均提高 23 公斤。

昔日满目黄沙，今朝绿树成荫。如
果你在夏日里穿行于西乌珠穆沁旗哈
布其盖国家沙漠公园茂密的芦苇水草
之中，既能体验丛林探险般的刺激，又
能感受到令人心宁的静谧。这美景让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到这里，躺在皮筏
艇上“随波逐流”，或回忆那些旧日时
光，或憧憬未来美好愿景。

草原深处草原深处““桃花源桃花源””
北疆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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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具有涵养水
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调节气候和维护
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

今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
保护法》（下称《湿地保护法》）将正式施
行。该法明确了湿地的定义和统筹协调与
部门管理的管理体制，要求建立部门间湿
地保护协作和信息通报机制，同时对湿地
保护与利用作出了具体规定，提出了湿地
利用的正面要求和负面清单。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
行”。这就需要自治区各级政府依法进一步
压实对湿地保护的监管责任，敢于对违法占
用、开垦、填埋以及污染湿地问题加大处罚
力度，必要时对造成湿地生态严重破坏的责
任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还
应进一步完善湿地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贯
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保护湿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期待
各地以《湿地保护法》颁布实施为契机，采
取多种方式，建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
层次、多渠道湿地保护投入机制，充分发挥
各方力量加快湿地保护步伐，保护好“地球
之肾”，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保护好“地球之肾”
◎帅政

【有感而发】

□本报记者 帅政

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是地处塞外
北疆的大兴安岭依旧北风呼啸，非常寒
冷。在内蒙古森工集团碳汇项目监测样
地，内蒙古森工集团碳汇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包国庆，正在和同事们顶着寒风
忙碌在林地测绘工作现场，进行林木碳
汇方法学的实地调查测绘。

森林碳汇是指森林植物吸收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
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
天然林的碳汇不能被交易，只有通过植
树造林、森林抚育等人工干预措施，吸收
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才可以在市场上交
易。这对于年均减排量 700 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林区碳汇潜力巨大的大兴安岭
林区来讲意义非凡，经营林区的内蒙古
森工集团也找到了发展方向。

作为最先开始进行林业碳汇项目试
点工作的单位，内蒙古森工集团进行了
不懈的实践探索。包国庆介绍，全面停
止天然林商业采伐之前的 2014 年，集团
就在绰尔、克一河等 6 个林业局先后启
动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工作。2017 年 12
月，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第一笔 40 万元
林业碳汇成功交易。

2021 年，内蒙古森工集团碳汇项目
交易热度不小，4 月 8 日，内蒙古森工集
团林业碳汇（VCS）首宗挂牌竞价，并以
总价 299 万元成交。同年 11 月 12 日，
国际核证碳减排标准内蒙古大兴安岭克
一河 6 万吨林业碳汇被北京千予汇国际
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成功竞价，碳汇单吨
价格创历史新高，达 22.17 元每吨。自
2021 年初，内蒙古森工集团碳汇公司成
立以来，销售 VCS 碳汇产品 6 笔，共计
63.3 万吨，获得交易额 971 万元，林区生
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步伐明显加快。

截至2021年12月，内蒙古大兴安岭
销售碳汇产品 128.5万吨，实现交易总额
2109 万元，内蒙古森工集团走上了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挖林
业碳汇交易潜力的生态产业化之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保护好
内蒙古大兴安岭这片绿色林海，确保森林
面积、蓄积‘双增长’，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增量，设立林草碳汇试点，打造中国最大
的碳汇储备基地和碳汇项目储备区，是实
现内蒙古区域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
内蒙古森工集团董事长陈佰山说。

从卖木材到
卖“空气”的华丽转身

【绿眼】

本报 2 月 16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包头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
确保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保障 2022 年
冬奥会冬残奥会空气质量，该局通过
开展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加强全
市散煤销售网点调查摸底、打击成品
油违法行为专项检查等措施，筑起一
道道坚固的大气污染防治屏障。

连日来，包头市各旗县区市场监
管人员配合应急、公安等部门对无证
无照违法销售烟花爆竹的企业进行查
处。加强全市散煤销售网点调查摸
底，严厉查处无照经营和销售劣质煤
的行为，并对检查中发现的一户散煤
销售点进行了清理取缔。同时，联合
公安、交通、商务、应急等部门组织开
展打击成品油违法行为专项检查，摸
排“黑加油站点”和“流动加油车”线
索，加强对物流园区、大型停车场、建
筑工地等重点区域的检查频次，以日
查、日统、日报的形式及时掌握相关工
作的进展情况。下一步，该局将持续
发力，强化问题整改，为改善包头市空
气质量尽职尽责。

包头市打出
空气质量保障“组合拳”

□本报记者 薛来 通讯员 乌兰 曹瑞 摄影报道

雪中的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隐藏不住神秘优雅
的气质，铺展出一幅傲雪凌霜的景致。她虽位于毛乌素
沙漠腹地，却偏偏出落为河流涓涓、草木青青、飞鸟嬉戏
的隐世乐园。

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
内，规划面积 3000.4 公顷，其中湿地 1295.5 公顷，占总
面积的 43.2%。公园内的湿地主要由黄河一级支流无
定河流域河流湿地及巴图湾水库人工湿地组成，是我国
少有的沙漠大峡谷湿地，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
义。

近年来，乌审旗不断加强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气
象、水文、动植物的实时全天候监测，通过监测数据统
计，每季度上报水质变化情况。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改
善，湿地公园内已有鸟类 40 余种 4.5 万余只。

【碳情报】

本报 2 月 16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呼伦湖水域面
积 达 2237.5 平 方 公 里 ，水 量 达 到
134.9 亿立方米，呼伦湖生态与环境综
合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悉，2017 年起，呼伦贝尔市开
展环湖沙化土地治理、草地退化治理、
入湖河流沿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
工程项目，流域草原生态保护力度不
断加大，环呼伦湖植被恢复明显，植被
覆盖率逐步提升，草地退化、沙化程度
得到有效遏制。

此外，2016 年至今，呼伦湖周边
草原实施禁牧 1268 万亩、草畜平衡
4365 万亩，呼伦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内 57 万亩草场自 2020 年起全部实施
禁牧，在保护环湖周边草原生态系统
的同时，有效减少面源污染对于河湖
水质的影响。

目前，呼伦湖已记录到鸟类 345
种，鱼类 39 种，兽类 38 种，生物多样
性不断改善。

呼伦湖水域面积
达 2237.5 平方公里

春雪润湿地春雪润湿地

飞鸟嬉飞鸟嬉

乐园乐园

无定河大桥跨河而过无定河大桥跨河而过。。

候鸟成为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的常客候鸟成为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的常客。。

天鹅飞过萨拉乌苏河湾天鹅飞过萨拉乌苏河湾。。

群鸟飞翔群鸟飞翔。。

巴图湾水库春雪巴图湾水库春雪。。

阿尔山不冻河奇观阿尔山不冻河奇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荭包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