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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0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绿色名录——

走 进 神 秘“ 汗 马 ”
□本报记者 帅政

深冬的大兴安岭，北风呼啸，白
雪皑皑。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大兴安岭山麓主脊西侧，此时，银
装素裹的它，仿佛披着白色的神秘面
纱。

“汗马”源自鄂温克语，意为“贝
尔茨河（激流河）的源头”。从 20世
纪 50年代起就被规划为“禁伐禁猎
区”，这也使得汗马这片北方针叶林
至今依然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

2022年 12月 10日，内蒙古大兴
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11处
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绿色名录。

翟鹏辉是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科研监测科科员，跟随着他的脚
步，记者走进了神秘的汗马，走进了这
片我国北方针叶林中唯一没有受到强
烈人为干扰的原始森林，也是全球北方
针叶林南缘难得的一片原始森林。

在汗马，森林垂直分布明显，北
方针叶林湿地种类发育齐全，刚刚走
进林区，茂密的兴安落叶松就展示了
它在森林里的卓越地位，一望无际的
兴安落叶松、偃松和相对较少量的樟子

松、白桦等一起组成了汗马保护区的树
木系统。记者本想在林中四处转转，但
林下苔藓和灌木十分茂密，靠个人无法
到处行走，只能跟随着工作人员在指定
的羊肠小道上朝目的地前行，稍不留
神，在林区内就可能会迷路。

据介绍，保护区总面积 107348
公顷，相当于一个香港的面积，俯瞰
保护区地图，形状像一片树叶，森林
覆盖率 88.4%，主要保护对象为寒温
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及栖息于保护区
内的野生动植物。

有林便少不了水，河流和保护区
的关系非常紧密，塔里亚河是保护区
内最大的河流，它和它的众多支流一
起，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水源，为保护
区内乃至黑龙江下游的生态平衡默
默作着贡献。2018年 2月份，汗马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国际重要湿地。

翟鹏辉介绍，汗马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不仅是大兴安岭野生动物的重
要栖息地、避难所，而且具有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巨大的生
态功能。同时，以保护区为典型代表
的北方针叶林和大片连续多年冻土
区南缘是我国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研
究的重要前沿阵地，也是未来我国全
球生态学研究的关键区域。

跟随者翟鹏辉的脚步，记者跟他
一起爬上了 26米高的瞭望台。站在
瞭望台上极目远眺，看不到头的森林
被皑皑白雪覆盖，“林海雪原”4个字
跃然眼前，心中不禁升起对守护这片
林海雪原的生态卫士们的崇敬之情。

保护区管理局中心管理站处在
茫茫林海之中，最近的居民区距此也
有 100 公里。中心管理站巡护员王
泽坤已经在森林里工作了很多年，他
告诉记者，保护区的每一位管护员，
也为科研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很多人都是身兼多种工作，除巡山护
林外，看管林区的红外相机、为大学
和研究所寄供样品、丈量动物足迹、
记录昆虫痕迹、采集植物标本，这都
是一线管护员承担的工作。

王泽坤说，监测野生动物时，巡护
员和科研工作者都要携带超负荷的器
材和给养，每天都在原始森林中穿越十
几公里，无论是蚊虫叮咬的夏季还是极
端寒冷的冬季，都随时准备布设红外相
机、启动无人机、架起无线电天线，采集
监测数据。这些在常人看来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汗马的这些生态卫士们都
一一做到了，取得了累累硕果。

“在原始森林里做动植物监测很
辛苦，要靠两条腿走遍保护区的各个

角落，但每当获得新的物种监测数据
时，那种喜悦常常让我们忘掉了所有
疲惫和辛苦。”翟鹏辉笑着告诉记者。

据调查，保护区有野生动物 294
种，野生植物 620 种，大型真菌 179
种。其中包括紫貂、貂熊、原麝、黑嘴
松鸡、金雕、棕熊、驼鹿等众多国家一
级、二级保护动物。

汗马自然保护区冬季寒冷而漫
长，积雪深厚，极端最低气温低至-
58.5℃，工作人员冬季饮水只能是融
化冰雪，夏季用火需要在冰冻的河道
中刨出腐木，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保护区干部职工以生态保护为业，以
保护区为家，守护着这片净土，为了
这片森林里的野生动植物无怨无悔
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离开汗马自然保护区时，天上又
下起了雪。透过车窗，不时会看到3、5
只狍子闪现林中，像森林里的精灵，速
度很快，踏着积雪不断在林间奔跑跳
跃，伴着呼啸的北风，景色变得生动有
趣，也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灵动和
美丽。还有这么多巡护员、科技人员
和其他始终关心着这片土地的人们，
他们共同努力建设着、保护着，为这片
土地立下自己的“汗马”功劳。（杨琨、
果叮咚对此报道亦有贡献）

本报1月 4日讯 （记者 薛来）记
者从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获悉，巴彦淖尔
市深入实施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改造工
程，广泛开展垃圾分类行动，实现生活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行政村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达到94.02%，生活
垃圾得到治理的自然村4092个，治理率
94.2%。

据悉，巴彦淖尔市健全垃圾清运体
系，按照靠近城镇的村庄推行城乡一体
化处理，距离城镇较远但人口相对集中
的村庄，在苏木乡镇单建或共建填埋场
进行处理，地处偏远、人口分散、交通不
便的嘎查村，采取“源头分类减量、就近
就地处理”的办法。通过购置清运设施
设备、配齐保洁队伍、加强经费支持等措
施，完善垃圾清理后续管护机制，确保后
续管护跟得上；设立奖励机制，通过积分
兑换等奖励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总
量，加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垃圾填埋场11
座、焚烧炉 65台、小型填埋场8个、转运
站95个；转运、清运车辆236辆、电瓶车
辆 2641 辆、垃圾桶（池）7.8 万余个、大
（小）型转运箱 1000 余个。全市有 418
个嘎查村采用信用制、积分制推进村庄
清洁行动，652个嘎查村把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纳入村规民约，7个旗县区已全
部完成村庄分类和县域乡村建设规划，
所有嘎查村编制完成村庄规划。

巴 彦 淖 尔 市 农 村 牧 区
生活垃圾治理率达 94.2%

本报1月 4日讯 （记者 马铃翔）
记者从我区首家碳中和研究院——鄂尔
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了解到，该研究院自
2021年 9月成立以来，通过孵化科技企
业，推动技术应用，签约 11 个“科技兴
蒙”合作项目，与 12个国家知名院士团
队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和
技术研发，积极助推“双碳”落地。

据了解，为让研发成果更快落地，鄂
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聚焦能源转型战略
与新能源关键技术，与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合作开展18项课题研究；积极参与鄂
尔多斯市“双碳”规划类文件编制，制定
了该市《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实施方
案》《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及三年行动方
案》，全市能源、工业、城乡建设领域碳达
峰实施方案和绿色金融标准也正在编制
中，推动构建1+N+X“双碳”政策体系。

同时，研究院还引进了“清华-壳牌
先进电解水制氢测试项目”。该项目已
于2022年 8月18日正式启动，开展为期
1 年的测试运行；在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与上海中为能源公司的技术支持下，
利用长滩西煤矿实施全产业链放大中
试，推动煤炭革命性绿色清洁高效开采
利用。

据悉，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下一
步将围绕鄂尔多斯市构筑四个世界级产
业、无废城市打造和“双碳”等目标任务，
继续助推鄂尔多斯打造世界级“双碳”示
范先行区。

我区首家碳中和研究院
积极助推“双碳”落地

岁月无言，忠实记录着变迁。
当 我 们 与 2023 年 的 第 一 缕 阳 光 相

逢，眼里既有深沉的回望，也有美好的冀
望。

2022 年，“生态环保”版与大家一起
走过了一段难忘的旅程，我们看到了无
定河畔翩翩起舞的鸥鸟、察汗淖尔生态
复苏后的壮美；看到了沙棘柠条绘出的

“绿色版图”，以“绿”兴矿的重建之路；看
到了草原深处的“桃花源”，“一见青芯”
的诗意生活……

2023 年，“生态环保”版将扣紧“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脉，聚焦五大任务之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关注内蒙古生态环保
领域的生动实践，讲述守绿护绿人的无畏
与契而不舍……

为增加版面信息量，在原有“北疆绿
韵”“绿水青山”“有感而发”“‘碳’情报”“绿
眼”“纵览”等栏目基础上，新设“绿野新风”
栏目，聚焦基层工作，让各地生态环保领
域新理念、新举措、新风貌，跃然呈现。

以小切口、大主题展示内蒙古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图文
并茂、多维呈现内蒙古的生态之美，环境
之变。

2023年，我们继续与您携手见证向绿
而行的内蒙古，向新而进的内蒙古……

我 区 5 单 位 上 榜 2022 年
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霍晓庆）近日，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康养分会发布2022
年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名单，我区5
单位上榜。其中，额尔古纳市、喀喇沁旗被确
定为2022年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市、
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林场和王爷府林
场森林康养基地被确定为国家级森林康养试
点建设基地，赤峰市喀喇沁旗砬子沟森林康养
人家被确定为中国森林康养人家。

据了解，试点建设期为 3年，各试点建设
单位将以“两山”理念为科学指引，严格执行林
地保护利用等法律法规，合法合规建设，不断
优化基地森林康养环境森林康养环境；；丰富丰富、、提升森林康养提升森林康养
元素元素，，完善基地森林康养基础服务设施完善基地森林康养基础服务设施，，丰富丰富
森林康养产品森林康养产品，，打造森林康养品牌打造森林康养品牌，，繁荣森林繁荣森林
康养文化康养文化；；完善森林康养基地产业发展规划完善森林康养基地产业发展规划，，
加强人才培养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高森林康养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森林康养服务水平，，
加快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加快森林康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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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霍晓庆 通讯员 闫邵凯

冬天的阿尔山宛若人间仙境一般，万里冰封，银
装素裹。杜拉尔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大批来自蒙古国
的“老朋友”——黄羊。保护区和杜拉尔林场的护林
员像往年一样，加强巡护巡查，沿途撒盐、撒饲料，好
让这些精灵们平稳度过寒冷的冬天。

在阿尔山，成群的野猪、马鹿、狍子、黄羊在林间、
草地悠闲觅食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据统计，阿
尔山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 34种，其中国家Ⅰ级重
点保护的鸟类金雕、黑鹳2种，Ⅱ级保护大天鹅、小天
鹅、鸳鸯等32种。有国家重点保护兽类8种，其中国
家Ⅰ级重点保护兽类有紫貂、貂熊 2种，国家Ⅱ级保
护物种猞猁、棕熊、水獭、豹猫、雪兔、马鹿、驼鹿6种。

野生动物种群的壮大，源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对
野生动物资源有力的保护。阿尔山在杜拉尔自然保
护区设有5处管护站，工作人员不间断在辖区内开展
日常巡护工作，有效防偷猎等违法活动。同时，通过
覆盖保护区面积50%以上的视频监控，监测火情和野
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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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起舞的天鹅翩翩起舞的天鹅。。 孙跃先孙跃先 摄摄

进食的松鼠进食的松鼠。。
柏亚斌柏亚斌 摄摄

觅食的太平鸟觅食的太平鸟。。
赵新春赵新春 摄摄

雪地精灵雪地精灵。。张金河张金河 摄摄

内 蒙 古 持 续 保 障
重 要 河 湖 生 态 流 量

本报 1月 4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
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内蒙古多措并举持续强
化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工作，通过生态流量
管控，绰尔河、雅鲁河等跨省区河流连续2年达
到生态流量保障目标，“一湖两海”入湖水量和
水面面积保持稳定，西辽河流域3年内“有水”
河段逐年延长，河湖生态复苏取得明显成效。

自治区水利厅科学制定重要河湖生态流量
保障方案，逐条河流确定生态流量重点监控断
面和生态流量保障目标。逐步完善重要河湖主
要控制断面水文监测设施建设，在11条河流重
要卡口断面及3个湖泊布设18个生态流量（水
量）监测站。严格执行水利部和流域机构下达
的黄河、嫩江等跨省区河流调度指令，从严从细
制定年度用水计划和水量调度方案。加强与气
象部门协作，加强水雨情预测预报分析、实时调
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优先满足河湖基本
生态用水需求，推进河湖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