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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城县

东乌珠穆沁旗

康巴什区

扎赉特旗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白玉亮

正值寒冬，兴安盟扎赉特旗胡尔勒镇查干珠
日和嘎查白雪皑皑，树木披雪挂银，清新、素雅。
近年来，该嘎查累计植树造林3500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70%，获评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扎赉特旗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为导向，持续发力厚植“绿色家
底”，探索发展林果产业、林下经济、旅游业，交
出了一张“绿富美”高质量发展的林业答卷。

添绿增金，厚植绿色家底
一场雪后，扎赉特旗巴彦高勒镇和平村四

平山屯南山坡银装素裹。2002年以来，扎赉特
旗宇震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姜志华承包
245.1亩的荒山，通过边学习边实践，由最早的3
万多株山杏树发展到现在包括苹果树、山丁树、
榆树等各类树种14万多株，间种的中药材品种
也由原来一种变成十几个品种。山坡上草木覆

盖率由不足 20%发展到现在的 80%，荒山变成
了“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又变成了金山银山，实
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秀美家园，是扎赉特旗
各族干部群众锲而不舍的追求。每年春季，扎
赉特旗都会组织干部群众植树造林，为扎赉特
增添新绿。

“2022年，我们统筹各种资源，全力加强生
态建设，大规模、高标准开展造林工作，实现义
务植树和四旁植树 65万株，绿化美化村屯 11
个。”扎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吴胡格吉勒图
说，全旗实施内蒙古高原生态和保护修复工程
5.07万亩，森林抚育5万亩，退化林修复1.77万
亩，植被恢复0.21万亩。

林下生金，致富“好钱景”
扎赉特旗中心林场现有榛子林2400亩，其

中940亩进入产果期，亩产最高达到400斤，待
全部达到盛果期后，亩产将达到 500斤。“现在
榛子鲜果市场价格在每斤15元左右，平均一棵
树结10斤鲜果，一亩地84棵就是1万多块钱。”
该基地负责人韩龙说。

扎赉特旗人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绿水青

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保住了绿水青山就是
保住了财富之源。扎赉特旗大力培育林果产品
精深加工体系，让特色林果产业羽翼愈丰。扎赉
特旗鹦鸽山葡萄酒有限公司以沙果、山里红、沙
棘等林果为原料，生产制作出各类果酒20余款。

绿色是扎赉特旗的底色和价值。本着“增
绿量，促增收”的原则，扎赉特旗大力发展经济
林产业，2022年实施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
项目4项，实施管护用房建设11处；积极推进果
树经济林及中草药栽植工作，栽植平欧榛子、鸡
心果等3790亩，发展庭院经济1000亩、种植中
草药材3900亩。

护好颜值，美出绿色气质
出门可见的城市绿景、绿树掩映的美丽村

庄、层峦叠翠的座座青山……绿色发展底色加
快厚植，一幅如诗如画的生态卷轴正在扎赉特
旗徐徐展开。

“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
担”。扎赉特旗全面落实林草长制，在全旗划分
14个责任区，设立2名旗级林草长，14名副林草
长，41名苏木乡镇级林草长，214名副林草长和
243名村级林草长履职尽责守护这片绿意。

“过去，我们只需要关注过往行人有没有野
外用火、乱砍滥伐等现象发生。现在，各级林草
长都想方设法把林子管好、护好，对工作的要求
更多、更严格了。”扎赉特旗国有神山林场生态
护林员包成林说。扎赉特旗 1582名生态护林
员每天巡山，查隐患，筑牢护林防火安全网。

开展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行动，对草原林地变耕地和国有林场私开滥垦
林地等问题开展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加大
森林资源管护力度，无公害防治面积 13.15 万
亩，完成森林保险防治以及植被恢复 4.5万亩。
在全旗设置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标准地40处，确
保森林资源安全。不断加强生态公益林管护力
度，建设管护外站67个，招聘公益林管护员549
名。截至2022年，扎赉特旗森林资源质量持续
提升，森林覆盖率达到28.46%。

吴胡格吉勒图表示，作为全国绿化模范旗，
扎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将把保护好草原、森林
作为主要任务，不断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转化的新模式、新路径，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
业，努力实现绿水青山“颜值”与“价值”齐升，守
护好扎赉特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

交 出 生 态交 出 生 态““ 绿 富 美绿 富 美 ””答 卷答 卷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刘悦嘉

连日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新能源产业发
展快马加鞭、捷报频传。

一组组转动的风机，让杭锦旗向着建设新
能源绿电基地再迈进。在“双碳”战略背景下，
该旗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壮大绿电产业，推动产业链集
群发展，绿色低碳发展新路愈走愈快。

在龙源电力内蒙古公司杭锦旗200兆瓦“风
储一体化”风力发电机群现场，一片片洁白而巨
大的风机叶片随风徐徐转动，与蓝天相映成趣，
构成一幅美丽的绿色生态画卷，蔚为壮观。

2022年12月31日，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
内蒙古公司杭锦旗200兆瓦“风储一体化”示范项
目倒送电成功，标志着项目正式并网。该项目位
于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境内，是内蒙古自治区2021
年度保障性并网优选项目，也是目前内蒙古投运
的单机容量最大的“风储一体化”示范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绿”电6.4亿千瓦
时，按照火电煤耗计算，可节约标煤19.68万吨，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万吨。将促进地区绿色发

展和能源绿色转型，带动光伏产业、储能、数字化等
新兴产业集群式发展，推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把保护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解
决发展方式问题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统一起
来，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坚定不移、科学有序做好‘双碳’工作，全力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高水平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杭锦旗分管负责人说。

近期，杭锦旗多个新能源项目相继并网。华
润杭锦旗200MW风力发电项目成功打出了一
套“倒送电+风机并网”的组合拳，实现了新能源
项目的安全并网。华润杭锦旗200MW风力发
电项目位于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是内蒙古2021
年度保障性并网优选项目，项目总投资12亿元，
总装机容量为200MW。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上

网电量预计可达6亿kWh，与同等规模火电厂相
比，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20万吨，减少排放温室
效应气体一氧化碳 447.28 万吨，烟尘 13.08 万
吨，其他废气一氧化硫 5.42 万吨，氮硫化合物
0.72万吨。此外，每年还可以减少相应的废水排
放和温排水，节能与环境效益显著，对于当地的
环境保护、减少大气污染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杭锦旗农牧民来说，项目筹建以来，他
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自从家乡有了风力发
电项目，我就从外地返乡回来了。这样农忙的
时候能种地，农闲的时候可以来这儿上班。每
年能增收三四万元，生活改善了很多，日子也一
天比一天有盼头了。”说起项目带来的好处，农
牧民张强满脸喜气地说。

另外，总投资14.85亿元的国电电力杭锦旗
50万千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风力发电示范

基地一期风电基地项目也于近期并网成功。该
项目所建风机在国内陆上风电类型中属于最大
型风电机组，年产生“绿”电6亿千瓦时左右，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 2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万
吨，相当于植树6亿棵。

据了解，2022年杭锦旗新能源发电项目全
部建成后，总装机容量可达494万千瓦，每年可
输送“绿电”115亿千瓦时，与传统能源相比，节
约标煤 351.325 万吨/年、减排碳粉尘 236.9 万
吨/年、减排二氧化碳867.1万吨/年、减排二氧化
硫264.5万吨/年、减排氮氧化物12.65万吨/年。

“杭锦旗将努力建成自治区最大的天然气
生产转化利用基地和全国氦气生产示范基地，
全面建成千万吨级煤化工产业示范基地，大力
推进国家新能源大基地建设，配套实施火电调
峰、储能、装备制造、‘绿氢’等项目，全力打造新
能源大基地全国样板。”杭锦旗委书记华诚说。

如今，一个个风力发电机、一块块光伏发电
板，在杭锦旗的土地上依次铺开，“新能源”成为
杭锦旗的又一张靓丽新名片、成为杭锦旗牢牢
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最生动诠释，对响
应国家能源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要求、助
推地区经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新能源产业发展按下新能源产业发展按下““快进键快进键””

本报鄂尔多斯1月27日电 日前，“感知
鄂尔多斯”中外友人共度中国节——“卯兔贺
岁 迎新纳福”文化交流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康
巴什区举行，来自6个国家的7名外国友人与
当地友人共聚一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活动现场，大家与来自瑞典、菲律宾、加拿
大、印尼的国外友人进行了网络连线；乌兰巴
托中国文化中心也举行了中外友人共度春节
活动，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霜通过
现场视频连线的方式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
大家挥毫泼墨，争相在正丹纸上写“福”字，拿

起剪刀亲手剪出美丽的窗花。之后大家参观
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鄂尔多斯市博物馆，还一
起体验了冰雪乐趣。晚上，中外友人一起动手
包饺子、炸糕、熬奶茶，同吃年夜饭，举办小春
晚，品尝中国传统美食，体味浓浓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从2017年起，已连
续7年开展“感知鄂尔多斯”中外友人共度中
国节文化交流活动，让生活工作在鄂尔多斯
的国际友人切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在
彼此交流中增进了友谊，加强了联络。
（融媒体记者 郝雪莲 实习生 刘亚楠）

中外友人共度中国节感受中国年

本报锡林郭勒1月27日电 近日，受疫
情影响，东乌珠穆沁旗大部分快递行业出现
短时快递滞留、积压等问题，导致居民群众无
法及时收到包裹。为缓解快递积压、人员紧
缺、配送速度慢等问题，该旗团委在了解相关
情况后根据其工作需要，面向储备青年志愿
者和大学生联盟群中发起召集令，召集志愿
者为快递行业助一臂之力，解燃眉之急。

自发布招募通知起，短短半个小时之内
就有 100余名志愿者主动报名。东乌珠穆

沁旗团委按照快递公司网点的工作需求，从
中确定了30名志愿者参与到本次志愿服务
中，他们主要从事快递分拣、配送等工作。

志愿者们经过短暂的培训，立马投入到
快件分拣和与消费者沟通的工作当中。部
分志愿者按分拣好的快递信息，给收件人电
话通知，并对积压原因等进行了说明，也得
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包容。

（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东乌珠穆
沁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武爽）

30名青年志愿者化身“快递员”

本报乌兰察布 1月 27日电 为落实好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民政系统“惠民生、解民
忧、暖民生”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八项行动，连
日来，在凉城县委、县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全
县 1.33 万名特困群众陆续领到了“爱心药
包”，切实解决了困难群众的购药难问题。

记者在鸿茅镇海城社区看到，社区工作
人员在做好防护的同时正在为困难群众发放
药品，同时，叮嘱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持续做
好个人卫生和健康防护，保持良好的生活习
惯。对于行动不便或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

人，社区工作人员采取送药上门的方式，同时
问询老人的身体情况，并详细介绍各类药品
的服用方法。今年88岁高龄的困难群众田
美荣拿到“爱心药包”后激动地说：“社区干部
来看我，并送药上门，非常感谢他们。”

据悉，“爱心药包”由县中蒙医院负责统
一包装和派发，发放对象为全县特困供养分
散人员、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员、困
境儿童、80岁以上高龄老人四类人员。

（融媒体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李
红宇）

为特困群众发放“爱心药包”

杭锦旗

锡林浩特市

乌兰浩特市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本报呼伦贝尔1月27日电 日前，一场

别开生面的雪地赛马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汉古尔河镇火热开启。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骑手们策马扬鞭，
骏马奋蹄飞奔，如离弦的箭一般飞速奔跑，
骑手和骏马在寒冬中尽显风采。

“我从小就开始骑马，去过全国各地参
加比赛，今天得了冠军我很开心。”参赛选手
郭海军说。

来自黑龙江的摄影爱好者王红梅说：
“今天的赛马比赛非常震撼，我用镜头记录
了很多精彩瞬间，这样的活动给我们摄影爱
好者提供了一次特别好的机会。”

据了解，本次比赛分为本地马3000米比赛 、

走马3000米比赛 、速度马5000米比赛共三项，
经过选手们的激烈角逐，冠亚季军脱颖而出。

近年来，莫旗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深
度融入呼伦贝尔市全域全季全业文旅产业发
展格局，全力实施文旅产业提标提效发展行动
计划。雪地赛马作为呼伦贝尔首届冰雪文化
运动旅游暨2022-2023年达斡尔冰钓季系列
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引了各地游客
前来体验、参与、欣赏，而且也感受莫旗悠久的
民俗文化和传统的体育竞技，同时进一步丰富
了各族群众冬日的业余文化生活。

（融媒体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郑明）

雪地赛马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

□本报融媒体记者 巴依斯古楞
锡林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敖特根其木格

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是奶业振兴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政策支持
不断优化，锡林浩特市传统奶制品产业
发展路径不断清晰，迎来了快速发展的
机遇期，不少以零散加工销售为主的家
庭作坊逐步转变为现代化、规模化、标准
化的生产企业，促进民族传统奶制品提
升规模，增加效益。

在锡林浩特市东郊“首放食品园区”
的“颂达来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一阵阵奶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身穿
统一工作服，在各自的岗位上井然有序
地忙碌着。

公司负责人那木拉说，早在 2000
年，她的父母在牧区养牧的同时就尝试
制作传统奶制品进行销售。经过多年的
不懈努力，制作的奶食品逐渐受到消费
者青睐，不仅积累了客源，销量也一年比
一年好。

2018年，锡林浩特市通过招商引资，
打造了“首放食品园区”，园区主要以生
产加工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的农副产品
为主。为实现奶业振兴、产业升级、富民
增收的目标，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食
品加工行业，尤其是地方特色奶制品等
行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提高奶制品生产
企业和加工作坊工艺标准，建设打造了
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为奶制
品生产企业、奶酪手工作坊的商户提供
规模化、标准化的工作场所。

2022年，那木拉家注册成立了“颂达
来食品有限公司”，在园区里租建 654平
方米奶食品制作车间，引进专业化的生产
设备，在传统奶制品口味大众化、品种多
样化上下功夫，主要制作奶豆腐、手工黄
油等奶食品，申请了20余种条形码和10
余种各类商品包装，让商品更加规范化、
市场化，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欢迎。

2023年，锡林浩特市将深入贯彻落
实自治区关于推进奶业振兴和传统奶制
品产业发展政策，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
设，提升传统奶制品生产加工水平和效
益，全力推动传统奶制品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为全区奶业振兴贡献力量。

全 力 推 动 传 统
奶制品产业发展壮大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敏娜
实习生 周亚辉

凌冬已至，冰封的洮儿河晶莹如镜，
在暖阳的照射下变幻着梦幻般的光彩，一
场场瑞雪的降临，让乌兰浩特充满浪漫的
情调，宁静而美好。

一河之大，滋养城市，焕发生机。近
年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通过持续打好碧
水保卫战，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洮儿河
日渐成为奇珍鸟类的栖息天堂，一座北方
生态旅游之城由此而生。

乌兰浩特洮儿河水利风景区依托洮儿
河及沿岸灌区而建，总面积200平方公里，
南北长约55公里，东西宽约6.5公里，属于
以灌区型为主的综合型水利风景区。2018
年底被授予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称号，2022
年12月15日，乌兰浩特洮儿河水利风景区
入选国家《红色基因水利风景区名录》。

近年来，乌兰浩特市将洮儿河及支流
的生态环境交由各级河长管理，水利部门
着力抓好景区内的水资源和水生态保护，
力求在河湖执法组织发动、监管能力提升、
权威树立、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乌兰浩特市通过“水利+旅游”双融
合的方式，依托洮儿河防洪工程、下游灌
区渠系骨干工程、末级渠系改造工程建设
等一系列重点工程，修建了万亩稻海、蝶恋
花海等景观，最终形成集大型控水工程、自
然、渠网、田园、水文化、科普及洮儿河公园
等景观的综合体。洮儿河水利风景区内已
先后举办敖包祭祀、朝鲜族老年节、稻田捕
鱼节、冰雪节等活动，以及国际半程马拉松
邀请赛、自行车邀请赛等赛事。

如今，洮儿河水利风景区内林草覆盖
率 95%以上，自然生态资源保持完整，各
种常见植物有160余种，淡水鱼类、鸟类、
哺乳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尽有，这里已然
成为乌兰浩特市生态旅游的崭新名片。

“下一步，乌兰浩特市将继续遵循系
统性、保护与开发、地域空间完整性和发
展方向一致性等原则，将洮儿河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建设成为主题突出、环境优美、
产品丰富、管理科学、效益显著的集休闲、
观光、度假、山水运动于一体的水利风景
区，更好带动区域经济和休闲服务产业的
发展。”乌兰浩特市水利局局长马青毅说。

亮出生态旅游新名片

新春期间，东乌珠穆沁旗嘎
达布其镇北部的中蒙边境线附
近迎来了久违的草原精灵——
野生马鹿群。

沿着边境线慢慢前行，不时
看到成群的马鹿，它们或低头觅
食，或成群结队跑向草原深处，
或警惕地看着我们的车辆，给寒
冷的冬季草原增添了勃勃生机。

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嘎
达布其边境派出所所长呼布其
表示，他们观测到 300多只野生
马鹿为了躲避风寒来到这边山
谷觅食，往年最多时候
有 50 多只，是近几年
来数量最多的一次，它
们去年12月份进入到
辖区，预计待到今年的
4月份。

马鹿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生活于高山

森林或草原地区，以各种草、树叶、嫩枝、树皮和
果实等为食。

近年来，当地相关部门全面落实草原生态
补奖政策，推进国有林场建设，建立完善“河湖
长制”巡察、巡护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当地生态
环境的持续改善，来这里的野生马鹿种群数量
也逐年增加。

在嘎达布其镇尚都嘎查牧民护边员孟和
朝鲁家的监控器里，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马鹿
群。他说，马鹿群到来后，当地牧民为了不惊
扰它们，出门时都尽量绕道走，希望这样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景象长长久久地留在
这片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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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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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巴
依
斯
古
楞

在护边员孟和朝鲁家在护边员孟和朝鲁家，，通过手机监通过手机监
控就可看到边境线附近的马鹿群控就可看到边境线附近的马鹿群。。

野生马鹿群野生马鹿群。。

长焦镜头下拍到好奇宝宝长焦镜头下拍到好奇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