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建设不松劲 绿进沙退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暖，阔别已久的红嘴鸥沿着
迁徙路线再度飞抵乌海湖。在乌海湖一号码头，成
百上千的红嘴鸥在蓝天白云下逐水嬉戏、展翅翱翔，
碧波荡漾的乌海湖因为这群“水上精灵”的光顾显得
更加壮美灵秀。

不只是红嘴鸥，这两天，上千只天鹅也成群结队
来到乌海市，在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乌海湖，这些远
道而来的“客人们”，让沉寂了一个冬天的乌海再次生
机勃发。在甘德尔生态文明景区，漫山的植被满目葱
茏，在高山峭壁间，成群的岩羊悠闲自在地张望，不紧
不慢地散步。通过多年来的生态建设和禁猎禁牧等措
施，乌海市的岩羊种群数量已增加到 60 只。

这几年随着乌海市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乌海
成为众多候鸟和野生动物所眷恋的理想栖息地。每
年 3 月中旬和 11 月上旬，大约会有 60 多种、10 万多
只鸟类来到乌海栖息、繁衍。

多年来，乌海市坚定不移推进生态建设，曾经荒
凉的土地正在一点点披上绿装。如今，乌海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 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9.5 平方米，
乌海市还成功跻身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和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行列。

地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
交汇处的乌海市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是内蒙古乃至
全国沙化、荒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恶劣
的自然环境，激发着乌海人对绿色的渴望和追求。
他们斗酷暑、战风沙，一棵棵、一片片播撒着绿色的
希望。

乌海市的生态建设起步于建市初期，1977 年，乌
海市被列入“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范围，通过兴
办林场、建立治沙站等方式，开启了以防沙治沙为主
的林业生态建设。进入 2000 年以来，乌海市紧紧抓

住国家支持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实施林业重点
工程的历史机遇，坚持“先绿为主、适地适树、降低成
本、加强管护”的原则，陆续启动实施了一批国家和
地方林业生态工程，大力构建环乌海市生态支撑体
系。

2006 年开始，依托国家和地方林业重点工程，乌
海市举全市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以防沙治沙为主的
生态建设，经过 10 多年来的不懈治理，乌海市林地面
积、植被盖度不断增加，有效地减缓了乌兰布和沙漠
东侵南移的速度，沙化荒漠化土地明显减少，风蚀沙
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得到有效遏制，从城内到城外，从
山上到山下，从沿线到沿边，乌海市整体生态面貌发
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创造了“绿进沙退”的奇迹。

甘德尔生态文明景区，满目绿色，丛叶舞动，令
人心旷神怡；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水鸟啁啾，芦苇
摇曳，充满了诗情画意；公园街道，绿树掩映，花香鸟
鸣，绽放城市无限生机。如今，“五分钟休闲绿地”和

“十分钟休闲圈”让乌海市民乐享“绿色福利”，“推窗
见绿、出门见景”更成了市民诗意生活的标配。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
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乌海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明
确提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把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坚决摒弃
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以牺牲环境换
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统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攻坚
战，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高水平保护，在高水平保护
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擘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美丽画卷上，乌海市将全力以赴、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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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走进乌达区苏海图小铁帽子采空区
综合治理项目现场，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一座座
被固化渣山呈梯形一级级向上延伸，渣山的斜坡和
顶部已被重新覆土，经过削坡、覆土、固化、植绿等一
道道治理工序，整片矿区正在焕发勃勃生机。

据小铁帽子采空区综合治理项目总工程师高磊
介绍，现在这片区域已经完成刷坡 45 万平方米，绿化
达 12.8 万平方米。

矿区渣山是煤矿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等废
料堆积而成。长期以来，满目疮痍的渣山、寸草不生
的坡面像一块块“黑色伤疤”，严重影响着地区生态
环境，威胁着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去年以来，乌达区全面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治理，
建立了由党委、政府领导和企业法人担任指挥长的
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双长制”制度，对全区 9 个矿区生
态修复治理项目实行“一矿一方案”“一矿一台账”，
按照任务清单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使得一座座矿区
渣山“披绿重生”。

乌达区苏海图小铁帽子采空区的重焕生机是乌
海市多年来矢志不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个生
动缩影。

近年来，乌海市以等不了、拖不得、慢不起的紧
迫感，对历史负责、现在负责、未来负责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抓好
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
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
动，打出“治矿、治企、治水、治车、治路、治气、治场”
的“七治”组合拳，全力解决环保突出问题。

近 4 年来，乌海市在污染防治上累计投入 178.2

亿元。实施大气环境整治项目 170 个，统筹推进矿
区环境整治、工业污染治理，建成绿色矿山 13 家，
排土场火点实现“动态清零”，200 多公里矿区道路
实现全封闭管理，主要污染物浓度均值持续下降。
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常态化开展“清四乱”行动，
黄河乌海段水质保持Ⅱ类，严格水资源管理，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大幅降低，3 座园区污水处理厂
和 2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工业固体废物
堆存场所纳入清单管理，3 个工业园区均配套建成
工业固废处置场⋯⋯这一项项环保成绩单，彰显了
乌海坚决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决心。

生态环境和污染问题，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归根
到底是经济结构、发展方式问题。宁肯牺牲发展速
度、牺牲 GDP，也绝不能牺牲生态、牺牲环境。在转
型发展关键期，乌海市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鲜明导向，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

“双碳”“双控”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底
线，把节能减排降耗作为引进、建设项目硬指标，倒
逼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向绿色要发展红利，努力在
生态与发展、美丽与富裕中实现共赢。

焦化产业整合重组升级有序推进，精细化工比
重逐年提高，传统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迈
进；氢经济示范城市创建破题开局，锂电池、可降解
塑料等一批优质项目布局落地，新能源、新材料两大
产业基地建设稳步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
⋯⋯2021 年，乌海市经济总量达到 719 亿元，工业总
产值连续两年突破千亿大关，人均 GDP 突破 10 万
元。经济增长的背后，也是生态效益的提升。▲矿区环境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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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在漫长的岁月中，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滋养着沿河两岸的乌海百姓，也让乌海拥有了“黄河明珠”这张金质名片。多年来，乌海
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理念，把“着力抓好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作为工作遵循，
把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摆在压倒性位置，坚持系统治、综合治、彻底治，深化治矿、治企、治水、治车、治路、治气、治场成效。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
仅是乌海市干部群众的共识，也成为大家的工作实践。一幅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环境更优美的美丽画卷正在黄河岸畔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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