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盖叠翠、
花香四溢，林荫
溪 环 、林 果 飘
香，风语耳畔、
步步皆景，鄂尔
多斯大地“以绿
为底”绘就美丽
新画卷。

这 样 的 生
态美景，之于鄂
尔多斯大地，是
厚植发展的底
色；之于鄂尔多
斯市干部群众，
是不懈奋斗的
底气。

生 态 文 明
建设既关乎民
生，也是民意所
在。人民群众
希望呼吸的空
气能更新鲜一
点，流淌的河水
能更清澈一点，
城市的绿地能
更多一点。

民之所望，
便 是 政 之 所
向。生态文明
建设成为鄂尔
多斯市干部群
众新的赶考路
上一道必答题，
他们用实际行
动书写生态环
境保护答卷，用
卓越成效印证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十
年来，鄂尔多斯
市牢牢守住发
展与生态两条
底线，大力发展
生态经济，奋力
抒写生态文明
新篇章，奏响绿
色发展的主旋
律，生态建设与
经济建设同步
推进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

库布其沙漠涌现库布其沙漠涌现““水生态长廊水生态长廊””
见闻二：

行走在毛乌素沙地，感受新时代的乌审召，处处
生机盎然，绿色生态气息扑面而来，一幅宜居宜业宜
游的生态文明建设美好图景徐徐铺展眼前。

“我们要打造‘全国畜牧业老典型’乡村振兴新
典范，让新时代的‘牧区大寨’精神传得更远、更久。”
乌审旗乌审召镇乌审召嘎查党支部书记永红说，他
是在“牧区大寨”精神影响下长大的，宝日勒岱当年
倡导的“空中草原”等如今都变成了现实，牧民的家
园从荒漠变绿洲，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

“我把1万多亩的草场从最东头种到了最西头，
种完了，我胜利了。”沙丘绿了，风沙小了，曾经不到
600亩现在已拥有80%的可用草场，这个过程是乌审
召镇牧民吉日嘎拉图同妻子三十八年如一日的沙海
植绿，同黄沙一寸一寸争出来的。1984年至今，日升
与日落间，这个蒙古族的汉子扛着铁锹站在沙丘上，

宛如一棵顽强的沙柳，深深扎在了这片土地上。
“这两年，我们这个地方气候变好了，下了几场

好雨。”吉日嘎拉图黝黑的面庞上笑容真切。他的
“战斗”胜利了，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现在我有
200多只羊，其实养500只羊也没有问题，别人都跟
我说，养多点，你钱多得都花不完。但如果我现在养
得多，以后这里又要变成黄明沙了。”

2019年他家盖好了新房子，吉日嘎拉图依然没
有放下铁锹，为了巩固这片绿色，他用了三年时间，
从西向东，又补种了一遍。

“绿水青山”成为真正的“金山银山”，乌审召正
在打造乡村振兴的“大生态”样本。目前，乌审召镇
的生态治理总规模已达到23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33.51%，植被覆盖度达到82%。荣获“全国首批
低碳旅游示范地”和“全国绿色名镇”等荣誉。

走进库布其沙漠腹部“水生态”治理区，水道顺
着沟壑蜿蜒，汇聚成一片沙漠湿地，形成了沙水共
存、生态和谐的独特景观。

目前，中国第七大沙漠上涌现的“水生态长廊”，
正在惠及当地民众。

家住杭锦旗呼和木独镇巴音温都尔嘎查的那仁
满达呼，是周边出了名的养牛大户，邻居都称他为

“老满”。
2016年，老满家养牛还不到100头，而现在他

的养牛规模已达到600多头。“这样的养牛规模在过
去想都不敢想。”老满感慨地说，“更不敢想象的是，
在沙漠里养螃蟹。”

老满家有8800亩草牧场，其中有近1000亩水
面，他在自家的水面养起了螃蟹，并借助“水生态”美
景和G242国道通车，再搞一次“跨界”，发展牧家乐、
沙漠旅游，也为妻儿谋到一份新职业。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以来，杭锦旗69条河流、
12个湖泊全部明确河（湖）长，并将河湖长制工作延
伸到村嘎查一级，共设村级河湖长74名，打通河湖
管护“最后一公里”。

杭锦旗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慧介绍，“引黄
入沙”项目建成后，有效缓解了生态水资源不足的问
题，将在库布其沙漠北部边缘形成一条宽约5公里
的“绿色屏障”，为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增光添彩。

三五成群的遗鸥、赤麻鸭、黑翅长脚鹬时而用翅
膀拍打水面展翅飞翔，时而在水中嬉戏、觅食，一幅
鸟集鳞萃的景象。

陶力庙——阿拉善湾海子位于鄂尔多斯遗鸥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这里是世界濒危物种、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在鄂尔多斯种群最集中的分布
区和主要繁殖地。

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胜管理站前
任站长任永奇说：“我见证了这里生态环境变化的整
个过程，2021年保护区湿地水域面积扩大到8.5平
方公里。有包括遗鸥在内的83种鸟类到这里栖息
繁殖，总数超过了3万只。”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野生动物调查队在这片
海子发现了世界濒危鸟类遗鸥，任永奇自此便与遗
鸥结缘，全身心参与到保护遗鸥的工作中。

任永奇介绍说：“我们这里遗鸥数量最多时曾经
达到1.6万多只，占全世界遗鸥总数60%，是全世界
繁殖最大的种群。”

“我与海子为伴，一直做的都是生态保护和生
态恢复工作，在退休前能够看到鸟类越来越多，我
很高兴，因为我的坚守是值得的。”任永奇深爱着这
片湿地，把他的深情都给了保护修复湿地工作，“退
休后我还要领着我的外孙过来，给他讲讲我和遗鸥
的故事。”

遗鸥遗鸥““回家回家”” 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见闻三：

做强做强““绿底绿底”” 点绿成点绿成““金金””
见闻一：

鄂尔多斯市着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将“生态+”发展模式
融入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与百姓
共建共享资源红利，最大限度保护环境资
源并发挥最佳经济社会效益。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切实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鄂尔多斯市先后实
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三北防
护林、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等
国家重点工程和重点区域绿化、村村绿化、
美丽乡村建设等地方生态工程，截至2021
年底，累计完成林业生态建设1674.4万亩；
完成草原生态建设 4216 万亩，居全区第
三；完成全民义务植树 1.4亿株；完成蚂蚁
森林项目5421万株，占全区任务的36.9%，
居全区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森林覆盖
率和森林资源面积分别由25.06%和3266.5
万亩提高到27.41%和3572万亩，分别提高
了 2.35 个百分点、305.5 万亩，草原综合植
被覆盖度维持在50%左右。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确保端稳“生态
碗”。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林沙总产值达
45 亿元，累计营造林沙产业原料林基地
2300万亩；全市治沙造林及关联企业达80
多家，拥有规模以上林沙企业 20 家，培育
自治区级以上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4
家，累计带动 30 万农牧民增收致富；建成
林业专业合作社 38 个，共培育、发展家庭
林场（草场）505户，生态覆盖总面积达200
万亩。一张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成绩单摆
在老百姓面前，得到人民群众由衷点赞。

绿色发展是鄂尔多斯市的共识和行
动。十年来，鄂尔多斯市以社会化的方式
推进沙漠治理，加强政策引导，实施奖补
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企业、群众
等各方面力量参与荒漠化治理，实现了防
沙治沙主体由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
参与、多元化投资转变。退耕还林、天然
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林业重点
工程落地生根，形成了个体、集体、企业、
社会、国家合力推进的新局面，“六区”绿
化、碳汇造林、城市核心区百万亩防护林
生态圈、重点区域绿化等地方林业工程建
设如火如荼。

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成为鄂
尔多斯市的主旋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嘹亮。征途再启，未来
可期。一个经济更强、动能更足、生态更
优、城乡更美、福祉更高的鄂尔多斯市将
矗立在祖国北疆。

全景链接：

（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毛乌素沙地绿洲。

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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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为底以绿为底””绘就新绘就新画卷画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王玉琢 李彦军 孟瑞林

库布其沙漠湖泊库布其沙漠湖泊。。

遗鸥群集鄂尔多斯湿地遗鸥群集鄂尔多斯湿地。。

营造林工程营造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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