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帅政）3月2
日，记者从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疫情防
控期间，该局行政审批工作“不喊停”，通过

“免接触”“免见面审批”等方式进行远程办
理，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据了解，包头市生态环境局指定专
人和专门邮箱受理办事申请，并对涉及
疫情防控的相关事项开通绿色通道。同
时，对需要技术评估的审批许可事项，通
过采取电子邮件函审、视频会审等线上
评审方式开展技术评估，严格审查要求，
确保技术审查质量。对已受理的申请事
项按时办结，批复文件、许可证等采用邮
政快递方式送达，不延迟不耽误。

包头市生态环境行政审批
疫情下“不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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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走出家门就是公园，坐在长椅上，
享城市之静、听自然之音——近年来，
一座座“口袋公园”如玉珠般散落在首
府的大街小巷，它们好比精巧的插画，
正沿着城市肌理由中心向外扩散，拂过
街角、水边、林间⋯⋯不仅提升了城市

“颜值”，更融入了城市“基因”，让市民
真正享受到了“推窗见绿、出门赏景、起
步闻香”的惬意生活。

“口袋公园”顾名思义就是占地面
积小，选址灵活，能见缝插针地大量出
现在城市中的“袖珍”公园。对于高楼
云集的城市而言，犹如沙漠中的绿洲，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城市宜居度。

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颐和家园
小区的赵爱云，每天必去的地方就是小
区拐角处的阿剌海公园。走出家门进
公园，成了附近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个小公园建成后，邻居们都喜欢来
这里散步、跳广场舞。”赵爱云高兴地
说。

2021 年，呼和浩特市按照“300 米

见绿、500 米见园”的生态园林体系要
求，按照精心、精致、精细的原则，采取
针灸点穴、见缝插绿的方式，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一见青芯”口袋公园建设行
动，全年共打造 186 个、总面积近 64 万
平方米的口袋公园精品园林空间，服务
功能辐射近 933 个小区、近 84 万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人提升 0.15 平方米。

这些“口袋公园”散落在高楼大厦
之间，面积虽小，却能让人在车水马龙
中找到一片惬意的歇脚地。

“对于‘口袋公园’的建设，选址最
关键，也是第一步。一方面要始终坚持
惠民便民的原则，不求气势和规模，只
求共享和可达；另一方面，在满足市民

‘公园自由’的同时，还要本着提高城市
土地利用率的实际来综合考虑。所以，
我们就以城市边角地、拆迁腾退地等

‘巴掌地块’为主。通过留白增绿、见缝
插绿等方式，打造出一个个紧凑而多样
的城市绿色敞开空间，实现市民身边增
绿，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具体实施
中，‘口袋公园’既要注重公益性，向市
民免费开放，又要体现亲民性，让市民
乐意进来。”呼和浩特市园林建设服务

中心绿地科科长王晓敏说。
一座小游园，蕴藏大民生。为了设

计出小而美、小而精的“口袋公园”，呼
和浩特市园林部门积极学习上海、昆山
的先进经验精心谋划。每一个公园的
设计理念处处体现“以人为本”，但又根
据地形地块、周边情况、居民需求各具
特色。在王晓敏看来，城市体现“以人
为本”的理念，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通
过少花钱、巧花钱，让生态效应发挥到
最好最大。这不仅是全面探索生态福
利社会均等化之路，“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路的深刻体现，也是全面建设宜
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高品质五
宜首府城市的有力抓手。

“口袋公园”在提升城市品位、完善
绿地功能及城区修复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的同时，带来最多变化的是市民
越来越觉得这个城市像个“家”，带给
每个人满满的幸福感。虽然“口袋公
园”是城区景观的“配角”，但从市民角
度来看，却是生活的“主角”。“我在这
个公园里认识了很多朋友，只要天气
好，大伙儿就不约而同地到这儿散散
步、说说话。公园绿化好、环境好，我

们打心眼儿里喜欢。”正在散步的居民
李瑞民说。

便 捷 、灵 活 、微 小 、离散，小小的
“口袋公园”就像城市绿色网络中的“穴
位”，可以活化原来一些业已堵塞的“动
脉”，进而激活城市有机体。2022 年，
呼和浩特市园林部门还将新建、改造提
升 300 个口袋公园、社区游园，打造“城
园一体”“出门入园”的宜居生活环境，
完善便民、惠民、利民的“十五分钟生活
圈”。“十四五”期间预计完成 1000 个

“口袋公园”建设，打造“千园之城”。实
现绿地总量提升、布局均衡、人人可感
的公园城区。

走出家门，转角就能遇到一块绿
地、一片花海，成为生活中的诗意。在
最细微的地方创建一个意外的惊喜，这
是呼和浩特市园林部门近年来为首府
人民带来的诗意。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诗人
王维流传千古的名句，传承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更是追求田园般美
好生活环境的中国式浪漫。对于青城
人来说，这份浪漫将不再止于诗句，而
正在变成惠及每个普通人的日常。

“口袋公园”建设体现的生态福利社会均等化，让首府群众享受

““一见青一见青芯芯””的诗意生活的诗意生活
【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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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2021年，我区全面
加强水生态保护治理，取得显著效果。

西辽河流域“量水而行”累计退减灌
溉面积 13.7 万亩，减少地表灌溉水约 1.1
亿立方米，压减超采地下水 1.9 亿立方
米。出台水资源管控指标并细化到旗
县、灌区和水文地质单元，启动 5 个旗县
地下水“量水而行”试点。西辽河干流下
泄生态水量 3.4 亿立方米，干涸多年的莫
力庙水库首次进水。向乌梁素海生态补
水 5.98 亿立方米、岱海补水 216 万立方
米，呼伦湖水位和水面面积保持在合理
区间，东居延海实现连续17年不干涸。

我区水生态保护治理
成效凸显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李国萍
实习生 姚俊玲）记者从凉城县政府办
了解到，通过一揽子强有力的措施，目
前，岱海及周边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保障区域生态平衡的治理目标初步
显现，逐步实现了由岱海及周边治理向
全流域治理的转变。

按照治理方案，凉城县采取农业节
水、工业节水，河道疏浚、应急补水等有
效措施，不断拓展治理范围，增加治理项
目，实施控水、控肥、控药、控膜和畜禽粪
污处理、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等多项措
施。截至目前，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工
程计划实施的 24 个项目已完工 21 项，
环岱海周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岱海生
态应急补水工程和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工
程等 3 个项目正在持续推进中。

岱海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向纵深推进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李国萍）
时下，位于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百年露天
矿，正经历着从满目疮痍历着从满目疮痍到草木葱茏到草木葱茏的的
蝶变蝶变，，在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在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给出给出
人工干预修复后的扎赉诺尔样本人工干预修复后的扎赉诺尔样本。。

据了解据了解，，经历经历 100100 多年开采多年开采，，该矿形该矿形
成 一 个 矿 坑 面 积 约成 一 个 矿 坑 面 积 约 500500 公 顷公 顷 ，，排 土 场排 土 场
12761276 公顷的硕大坑洞公顷的硕大坑洞，，当地老百姓习惯当地老百姓习惯
叫它叫它““人造天坑人造天坑””。。20172017 年年，，蒙草生态修蒙草生态修
复复、、小草数字数据团队进驻矿区小草数字数据团队进驻矿区，，开启扎开启扎
赉诺尔露天煤矿治理之路赉诺尔露天煤矿治理之路。。通过发挥通过发挥

““种源种源++小草数字小草数字””技术优势技术优势，，经过几年的经过几年的
精准修复精准修复，，露天矿坑生态环境逐渐好转露天矿坑生态环境逐渐好转。。

通过数据监测通过数据监测，，目前种植植物已由目前种植植物已由
最初的最初的 1010 余种增加到余种增加到 7070 余种余种。。各种原各种原
生植物也得以恢复生长生植物也得以恢复生长，，人与动物人与动物、、植植
物物、、微生物共生共荣的自然环境逐步形微生物共生共荣的自然环境逐步形
成成，，曾经消失的野生动物也不断回归曾经消失的野生动物也不断回归，，
老矿焕发了新生机老矿焕发了新生机。。

扎赉诺尔百年老矿
焕发新生机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今年六五环
境日主题——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号召全
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美丽中国。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享有者，构建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良生态环境
是中华儿女的一致追求，我们不能甘当看
客，而是要积极参与，做出贡献，自觉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汇聚
起改善生态环境的全民之力。

在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中 不 能“ 因 小 而 不
为”。随手扔掉塑料袋，汇聚起来也是环
境难以承受的白色污染；随地吐痰，积累
起来也是城市难以清除的环境疮疤，不文
明 的 行 为 会 给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可 怕 的 伤
害。每个人都应该树立环保意识，自觉摒
弃不文明的陋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点滴之间的环保行为就能汇聚起环境保
护的磅礴力量。

生态环境保护永远在路上。这需要
发挥所有人的力量，凝聚全社会关心环
境、保护环境的共识与行动。如果人人都
努力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参与者、贡献
者，才能构建保护生态最坚固的屏障，让
子孙后代都能够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中享受幸福生活。

不当看客见行动
◎帅政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虽然已进入九九节气，但是毛乌素
沙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放眼望
去，半枯黄半雪白的沙障铺在沙地上，定
格在视线里。

“我们用价廉的‘破绳子’代替了造
价相对较高的沙蒿沙柳做成了沙障。”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水利局正高级工程师
曹晓明说。

“在一次下乡时，我发现沙梁上散落
的一些废旧衣服布条旁堆积起了厚厚的
沙子，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思，能
否用其他材料来代替沙蒿、沙柳做沙障，
既环保轻便，又造价低廉？”曹晓明的想
法，经过一次又一次实验，终于证明草绳
做的沙障效果很不错，就这样，别人眼中
的“破绳子”派上了用场。

2013 年 3 月，乌审旗水土保持工作
中心从宁夏调运直径 2.5 厘米的草绳，
在流动沙丘迎风坡试验布设草绳沙障。
当年，他们在沙障背风处种植了杨柴，成
活率为 95%，网格内则撒播了沙蒿、沙
米等草籽。经过一年观察发现，草绳沙
障效果不逊于沙蒿、沙柳沙障。从此，毛
乌素沙地“穿上”的草绳沙障成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相比于普通的沙柳沙障，草绳沙障
不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治沙效果，均有巨
大优势。”曹晓明说。首先，草绳沙障造
价低。布设 1 亩同样规格的草绳网格沙
障造价是沙柳沙障造价的一半。其次，
草绳沙障设置不受季节限制，而沙柳沙
障只能在春季沙柳未发芽或秋季落叶后
设置，否则会影响沙柳的成活率。设置
沙柳沙障需经割灌机平茬、人工装车、机
械运输、人工卸车、人工放置沙柳、绑缚
沙柳枝条等多个环节，且存在安全隐
患。而草绳沙障工序简单，不需要这么
多环节。不仅如此，草绳腐烂后形成的
腐殖质，还可给植物生长提供营养。

草绳沙障使用近 10 年来，在当地防
沙治沙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乌素沙地
“穿上”草绳沙障

□本报记者 包荭 摄影报道

绿意盎然，花香满溢⋯⋯这是阿尔山从冬到春“邂逅”的美景。
走进阿尔山森工公司种苗花卉示范基地，一股幽幽的花香扑鼻而来。据阿尔

山森工公司种苗场副主任贾大光介绍，2015 年开始，该基地利用大棚进行了红
枫、四季玫瑰、荷包牡丹等植物的种植越冬对比试验，目前四季玫瑰和荷包牡丹已
安全越冬。琵琶、莲雾等多种热带、亚热带植物，由于温室内温度、湿度和光照可
自动化控制，这些南方树种长势良好，莲雾、人参果等多数都开花结果。这些花卉
不仅供应单位及周边地区用于美化环境，还进行了引种推广试验。

【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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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相斗艳争相斗艳。。

用心修枝用心修枝。。

绿意盎然绿意盎然。。

南树北栽南树北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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