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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水生态治理成效显现，21个流域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中水回用率达到86%——

锡林郭勒盟：完成排污
许 可 限 期 整 改 清 零

本报 1月 16日讯 （记者 帅政）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扎实推
进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和执行报告规
范性审核等工作，在全区率先完成排污
许可限期整改清零、排污许可质量审核
整改等各项工作。

据了解，排污许可证是经由环保部
门审批，针对审批手续完善、环保设施
齐全、运行正常、排污筒（口）规范，已通
过达标验收的排污单位颁发的许可证，
对生态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系
统共核发排污许可证461张；完成许可
证质量审核149张、发现问题许可证40
张，整改完成许可证40张，整改完成率
100%；同时，完成 2021 年度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内容规范性审核 50家，存
在问题8家，整改完成8家，整改完成率
100%。

林西镇：5级林长、235名
网格员全方位护林守绿

本报 1 月 16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全区大力推行林长制以来，赤峰市林
西县林西镇探索建立“镇班子成员+村
两委成员+村小组长+网格长+网格员”
的5级林长体系，将全镇45个自然村划
分成65个网格，配备网格长65名，网格
员 235人，实现一林一长、一林一员、一
林一网，全方位守护绿水青山。

据了解，林西镇现有林地面积 4.3
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达 19%。今年以
来，林西镇镇、村级林长常态化开展巡
林，协调推动解决多个森林资源保护发
展问题。组织 200余名护林员、巡护员
开展网格化巡护累计 5672 次，排查遏
制森林火灾 10 次，高效防范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3次，有效保护林草资源。

巴彦淖尔市：初步实现
水文自动化测报全覆盖

本报 1 月 16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日前，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初步实现水文自动化测
报全覆盖，可有效为水环境健康“把脉”。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水文中心重点
实施了国家中小河流、大江大河、水资源
监测能力建设和国家、自治区地下水自
动监测井等建设项目。基层水文站实现
全部更新改造，新增4处水文巡测基地，
水文站点增加到570多处。水环境监测
分中心可监测 56项水质指标。巴彦淖
尔市水文中心目前建成内蒙古首个水文
自动化测控中心，将中小河流遥测雨量
站自动监测平台、山洪灾害遥测雨量站
水位站自动监测平台、地下水自动监测
平台等资源整合共享，共同服务于水生
态环境。

清流泽两岸 “破茧”惠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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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仲冬的额济纳旗，虽已上冻，依然无
雪。由于全年降水量少，河流呈现一段
有水一段无水的状态，而水流之地早已
封冻。不管立地条件多么不好，从2017
年成为河长以来，敖云塔娜每周 3次的
巡河工作从未缺席。

41岁的敖云塔娜是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达来呼布镇乌兰格日勒嘎查书记兼
嘎查长，也是嘎查级河长。作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员、一名基层河湖长，她肩负的
是嘎查辖区内所有河流的管护。

乌兰格日勒嘎查位于额济纳河流域
下游，嘎查所辖河段包括铁库里（达来呼
布镇段）等5段河流，最牵动敖云塔娜心
弦的是纳林河。

“纳林河沿岸有 10户牧民生活，这
些牧民的草场大约6万亩。由于近几年
干旱，上游来水不能到达草场，导致草场
部分退化。”敖云塔娜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为了恢复草场的生态环境，2022年
她组织苏木、镇相关人员与水利部门协
调，从东风镇调水，使 80%的草场得到
灌溉。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额济纳旗全
年降水量不足。为了这里的生态环境，
国家实施了黑河调水工程，我深知它的
意义所在。”敖云塔娜说。

她时常巡查河道水利枢纽、分水节
制闸等设施运转情况，并对河道水位进
行监测，为有效保障黑河调水、改善居延
海周边及胡杨林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尽到守河有责。

“家乡的美是无与伦比的，要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水清岸绿景美保护建设中
来，为‘留住乡愁’尽自己一份力。”敖云
塔娜这样说也在这样做。每年夏季是敖
云塔娜最忙碌的时节，巡查堤防工作以
外，她还结合嘎查实际，开展专题讲座，
鼓励嘎查农牧民参与河湖生态保护工
作，激励更多人加入到美丽河湖守护的
队伍中来。

岁月无声，总在见证。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烈日酷暑，敖云塔娜都始终如一
地做好河道巡查工作，积极进行河道日
常维护，及时打捞清除各种漂浮物、垃圾
与有害废物，并对河道岸沿线的环境污
染进行清理。

“我们是河湖的守护者，也是问题的
发现者、调查者，更是一步一步推进问题
解决的经历者和见证者。虽然日常工作
辛苦忙碌，但是看到日渐水清岸绿，我觉
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敖云塔娜动情
地说。

敖云塔娜：留住“乡愁”

□本报记者 张慧玲

立冬之后，日渐天寒。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生态环境局要在上冻前做完
国家交办的41个疑似排污口点位今年
第3遍的核查工作。

“2021年 3月，生态环境部启动黄
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去年5月达拉特旗开展了该项工作，今
年又核查 3遍，确定了 13个点位为入
黄排污口，全部为农业基础设施退水口
和自然河道入河口。”达拉特旗生态环
境局负责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的邬奇
说，“目前达拉特旗处于溯源现场核查
阶段，由第三方检测公司利用无人机核
查与监测，做到‘有口必核，有水必测，
有源必溯’。”

大河奔流，浩浩汤汤。达拉特旗的
经验只是鄂尔多斯市加强水污染防治、
建设水生态文明工作的一个缩影。

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中上游，内蒙
古自治区西南部，东、北、西三面被黄河
环绕，全市均在黄河流域范围内。境内
河流、湖泊众多，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
上河流426条，水面面积0.5平方公里以
上湖泊88个。如何保护、治理、建设好水

生态，成为这里的一项富有挑战的任务。
“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
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史检验。”思
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鄂尔多斯市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生态
环境上再发力。

为了保障河流水质，鄂尔多斯市在乌
兰木伦、无定河、察汗淖尔等11处重点流
域和敏感水体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站并实
时传输。

过去，入河排污口管理长期存在
“找不到主”“没人负责”的突出问题。
为了扭住排污“牛鼻子”，服务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鄂尔多斯市完
成黄河干流及重点支流1218公里河岸
672处入河排污口的排查、监测、溯源
工作，按照取缔一批、合并一批，规范一
批开展分类整治，目前完成整治 270
处，整治率在自治区处于领先地位。

鄂尔多斯市是“煤炭大户”，疏干水
是采煤过程中，从煤层或井下涌出的污
水，对自然生态有一定的危害。因此，
如何让疏干水变“有害”为“有用”，鄂尔
多斯市下了一番功夫。

近年来，为促进煤矿疏干水综合利

用，鄂尔多斯市编制了《全市矿井疏干
水和再生水综合利用方案及分年度方
案》等方案，煤矿疏干水已纳入到日常
水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全市主要工业
供水水源之一。目前全市已建成疏干
水综合利用工程6处，日处理能力29万
立方米。2021年全市煤矿疏干水回用
率达到92%。全市建成污水处理厂25
座，日处理能力52万立方米。2021年
全市中水产水量9025万立方米，回用率
达到86%。

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光明村
2015年建成的益丰寨旅游园就是利用
疏干水建成的水上乐园。

如今，在伊金霍洛旗要疏干水的不
止益丰寨旅游园，工矿企业、生态绿化、
农田灌溉、旅游景区等都在向政府要
水，疏干水成为了“香饽饽”。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措施正在进行：
针对性开展重点流域水体达标保障工作；
开展水源地保护区整合专项行动；多渠道
协同处置煤化工企业晾晒池高盐水，全市
在产煤化工实现了高盐水零排放。晾晒
池废水从2021年 550万吨减至 370万
吨，腾空高盐水晾晒池43个。2022年计
划全部实现晾晒池高盐水清零；建立完善
水生态保护长效监管机制……

水生态绘出“灵秀画卷”。经历过
“破茧”的鄂尔多斯市，如今变得碧水清
波，岸绿景美——水环境质量总体优
良，环境风险显著降低；21个流域国控
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截至目前优良比例
达到85.7%，劣Ⅴ类比例为0；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耕耘中的收获令人欣慰。鄂尔多
斯市成功入围全国首批19个再生水循
环利用试点城市。

无定河成功入选自治区层面美丽
河湖，奋争2023创建无定河、乌兰木伦
景观河为国家级美丽河湖。

在鄂尔多斯永胜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在忙碌着。这里的高盐水
深度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是目前国
内已建成投用的最大工业废水处置装
置和国内唯一的大型工业废盐综合利
用装置。每日处理高盐水 2000吨，为
神华煤制油公司等周边企业的高盐废
水进行资源化综合处置，探索出全旗涉
盐企业高盐水治理的成功路径。

黄河岸边的小渔村达拉特旗树林
召镇林原村，经过黄河支流水环境治理
工程的落地实施，村民不再担心“十大
孔兑”会把自家房屋冲跑，“水清岸绿的
舒心日子”，拉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大河滔滔，蜿蜒九曲。黄河润泽
北疆大地，森林、草原、戈壁、湖泊、湿
地沿着“几”字湾交织成厚德载物的
大地之歌。随着我区沿黄地区生态
保护成效明显，享黄河水岸之美之
惠，成为更浓烈的期待。

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每年冬
春两季都会迎来白天鹅、灰鹤、鸿雁等
大量候鸟，呈现“千鸣百啭”的景象；

乌梁素海、岱海经过整治，水清
岸绿，每逢春夏，碧波荡漾、水鸟蹁
跹，大量游客流连忘返；

经过大气污染治理，我区黄河
流域 7 个盟市环境空气质量均有所
改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已由“奢
侈品”变为“日常品”……

所有最美的遇见，都是有备而
来。坚持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秉持

“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上”理念，在工
业、农业、城乡生活等行业及区域规范
用水与排放污染。同时，防治攻坚这
一场整体仗中，除水污染外，大气、土
壤等治理也需同步进行。

如此，才能“遇见”最美黄河。

“遇见”最美黄河
◎正文

□文/本报记者 帅政 图/王安琪

凛冬已至，山川静默，林海茫茫。
1月 10日，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赤峰赛区雪上项目正式开

赛，美林谷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的目光。
美林谷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美林镇，地处北纬43度，拥有亚洲极为稀缺

的亚高山湿地，风景优美，由谷底向外辐射的青山，广袤绵延，森林覆盖率87%
以上，生态优势明显。

近年来，喀喇沁旗立足美林谷生态资源丰富的特点，以“清新喀喇沁、健康
生态游”品牌为引领，建设完成了美林谷滑雪场、冰雪运动小镇、康宁寺藏医院
康养区、小美林民宿集群等项目，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做大冰雪旅游
产业，深刻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021年冬，美林谷滑雪场实现单雪季年均20.7万人次入园率，保障了十
四冬赛事筹备和国家队2022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训练项目。下一步，美林谷
滑雪旅游度假区将努力延伸旅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以专业化、休闲化、四季
全时化为特色的山地冰雪旅游度假区，成为国内外滑雪爱好者的瞩目之地。

远眺美林谷群山远眺美林谷群山。。

滑雪爱好者。

缆车上一览美林谷冬景缆车上一览美林谷冬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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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 16日讯 （记者 李国
萍）每到业务旺季，快递包装物绿色治
理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为了打造

“绿色旺季”，我区各地邮政管理部门通
过行政执法、宣传培训等形式，全力实
现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循环化。

据悉，包头市邮政管理局提前谋
划部署，组织人员深入顺丰、中通、申
通等就快递企业采购使用绿色包装、
过度包装、使用“黑色塑料袋”等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赤峰市邮政管理局利
用线上巡查、实地检查、电话调查等多
元检查方式，围绕寄递企业塑料包装
治理、过度包装和随意包装治理、电商
件二次包装治理等情况开展随机抽
查、专项检查；呼伦贝尔市邮政管理局

重点检查快递企业对重金属与特定物
质超标包装袋治理、包装规范化操作
要求、电商快件原装直发、运输结构优
化等专项治理情况。

为全面了解辖区内邮政快递企业
环保工作落实情况，包头市邮政管理
局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行业环保集中
考核，并将环保考核结果与邮政快递
业年底考核评选评优相挂钩；阿拉善
盟邮政管理局联合盟发改委、生态环
境等部门到分拣处理场所、营业网点
督查。

2023年，我区将围绕塑料污染治
理、资源节约集约、节能减排等，在全
行业加强执法检查，形成快递业绿色
发展新格局。

我区邮政管理全行业让“绿色旺季”兴起来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张慧

玲）为打好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攻坚
战”，赤峰市乡村振兴局将巴林右旗确
定为全市农村牧区生活垃圾转运处置
试点旗县，2022年投入市级奖励衔接
资金910万元。

巴林右旗优化整体布局，推广
巴彦琥硕镇垃圾处理厂模式，新建
索博日嘎镇、宝日勿苏镇生活垃圾
处理厂，并充分利用大板垃圾填埋
场和巴彦琥硕镇垃圾处理厂，配套
完善各苏木镇街道垃圾池、中转站
等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户
分离、村收集、企业转运、无害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5个环节处置模式，
构建稳定运行的长效机制。到 2025

年实现全旗 162 个行政村 547 个自
然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覆盖
目标。

巴彦琥硕镇引进君鹏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在四家村境内建设日处理
能力 20 吨的垃圾集中处理厂,集中
对垃圾进行低温裂解处理，实现垃圾
的无害化和可再利用，为全旗农村牧
区垃圾处理、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目前，全旗现有存量垃圾池 574
个，垃圾桶 1017个，镇村小型垃圾填
埋场6个，小型转运车辆36辆。农村
牧区生活垃圾垃圾处理厂（巴彦琥硕
镇）1 座，覆盖 2 个苏木镇 23 个行政
村。

赤峰市巴林右旗让农村牧区人居环境美起来
【绿野新风】

【
有
感
而
发
】

阿拉善盟：一特产超市
售卖野生发菜被处罚

本报 1 月 16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获悉，
近日，阿左旗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执法人员在对辖区内一特产超市进
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店货架上摆放有
待售的26盒国家明令禁止采集、销售的
野生发菜，执法人员立即对上述野生发
菜采取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并展开立
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于2018年通过非法
渠道以 100元/斤的价格购进了 2斤野
生发菜，并以 1元/个的价格购买了 50
个印有“野生发菜”的包装盒，将 2斤发
菜全部分装，以每盒20元的价格摆放在
其经营场所进行销售。至案发时，已售
出 24盒，违法所得共计 480元。最终，
阿左旗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
野生发菜 26盒，没收违法所得 480元，
罚款1440元的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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