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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乌拉特前旗大十份子沟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建设，
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出口水质明显改善，保护了下游乌梁素海——

老 山 村 的“ 诗 与 远 方 ”
□本报记者 张慧玲

3月的风叩开了大十份子村春日
的门，村里豁然开朗：春花烂漫、水流
淙淙，草色遥看、绿叶细裁……

大十份子村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小佘太镇的一个老山村，位于乌
梁素海东北侧。老辈人都说，以往最
怕下雨，一下雨就会泥沙俱下，庄稼受
灾，道路损毁，生产生活都遭受极大影
响。

近年来，内蒙古认真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老山村也在这一理念的引领
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乌拉特前旗积极打造人水和谐、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乡村”。
自 2017 年以来，先后在小庙沟、赛忽
洞、柏树沟、水桐树、阿日齐等地实施
了多项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项
目，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大十份子沟小流域水土流失面
积20.84平方公里，占项目区土地总面
积的 89.75%。属风水复合侵蚀区，是

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乌拉
特前旗水保站站长白咏东说。

为保护水土资源，解决水土流失、
生态损坏、水患严重的问题，国家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乌拉特前旗大十份子沟
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
程于 2020年 6月开工，工程新增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 20平方公里，包括沟道
整治区治理面积 0.22 公顷，综合治理
区工程措施面积 6.94 公顷，林草措施
面积 6.97 公顷，生态自然修复区封育
治理面积1985.87公顷。

治理区内以小流域为单元，布设
沟道、河道治理等工程措施，实施水土
保持林地林草措施，形成综合防治体
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控制区域面源
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生产力
和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完善和健全乌
梁素海环境综合治理的技术和管理体
系，改善乌梁素海水生态质量。

“我们在治理上按照‘治理水土流
失、保护水源、改善环境、防治灾害、促
进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思路，采用‘大
封禁、小治理’的方法，构筑‘沟道整
治、综合治理、生态自然修复’3道水土
保持防线，从而保护乌梁素海上游水

源，提高农牧民保护生态环境意识，控
制面源污染和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白
咏东说。

大十份子沟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
治理工程在传统小流域治理的基础
上，还增加绿化、美化措施，建设亭台
楼阁，种植园林绿化树种，为当地居民
提供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栉风沐雨整一年，大十份子沟生
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吹响胜利号角，通过实施生态清洁小
流域工程，建立起水土保持生态治理
工程示范点，带动群众投入到水土流
失治理中来。

“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在
95%以上。”白咏东说。项目区林草措
施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的 80%以上，
林草覆盖率由 18%达到 35.27%，保水
效益 23.91 万立方米，年保土总量为
5.98万吨。

治理后，流域出口泥沙量明显减
少，项目区内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水土流失危害明显减轻，出口水质明
显改善，保护了下游乌梁素海。

看着昔日颓败的荒滩摇身变成整
齐的田园，并建设了节水灌溉、生产道

路等配套设施，村民都喜上眉梢。
“我们这里是干旱区，工程建在唯

一的水库旁边。这里山洪沟较多，以
前一下雨土冲得到处都是，泥沙淤积
于水库，挤占水库的库容，周边农民的
灌溉成了问题。治理后，水库库容增
加，农民增收就有了保障。”

“治理后，森林覆盖率增加，还有
人专门监测水质，生态环境明显变好，
今年春天就飞来了200多只天鹅。”

“以往想出去散步都没地方可
去。现在不同了，村里人忙完农活，都
喜欢带着孩子出来遛弯儿，吹吹晚风，
看看山，玩玩水，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老山村变了样，有了“诗与远方”
的味道，“绿水青山成为幸福靠山”就
是村民们的切身感受。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今
的大十份子沟小流域，正展现着这样
的美景。花木葱郁、凉亭古朴、道路平
整、排水畅通，潺潺流水与绿化植被融
为一体，村民漫步休闲，俨然成为乌拉
特前旗山旱区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人
们心中的桃花源，更是推进生态清洁
小流域综合治理、实现人水和谐发展
的典型。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实习生 梁艳琴

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播出
的百集系列节目《天下黄河》，让包头市
再一次高调亮相。而作为包头“城市后
花园”的石拐区也有太多与绿色相关的
故事和荣誉：森林覆盖率 35.5%，稳居
包头市第一，百年煤城全年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到 89.3%，有着“全国绿化模范
县”荣誉称号……

近年来，石拐区坚持“生态立区”，
依托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石拐辖区东西
跨度的森林生态系统，全力打造绿色
生态屏障保护带，实施天然林保护、京
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
工程 75.55万亩；在重点区域绿化造林
6.661 万亩。通过大力实施废弃矿坑
治理、煤田火区生态修复等多项环境
治理工程，累计修复矿山地质环境

21.22平方公里。
百年煤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实现

了由“半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一
城绿”的转变。

今年，石拐区继续深入推进生态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扎实推进
沉陷区生态复垦和国土绿化行动，力争
全年新增绿化面积 3.8万亩以上，修复
治理地质环境600亩以上，以更高标准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当地土壤环境
承载能力、增加植被覆盖度、减少水土
流失，今年石拐区总投资8450万元，建
设覆盖吉忽伦图苏木、五当召镇、大德
恒街道 3 个涉农地区的试点示范项
目。包括森林抚育工程、乔木退化林修
复和灌木退化林修复工程，总面积共计
6.5万亩。目前，已完成前期招投标、施
工协议签订、施工场地现场踏勘等准备
工作，计划于4月中下旬开始种植。

“一城青山一城绿”的鹿城“后花园”
□本报记者 帅政

近日，位于兴安盟扎赉特旗的
内蒙古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
来大批北归候鸟，上千只候鸟时而
在湖水中觅食栖息，时而在草原翩
翩起舞。优美的身姿，此起彼伏的
啾鸣，成为春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保护区的鸟类监测人员通过远
程摄像头发现，40余只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东方白鹳也迁徙至此，
且已有 16只在该保护区搭建的人
工招引巢上“落户安家”。

据介绍，东方白鹳在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红皮书中被列为濒危物
种，极其稀有，全球种群数量不超过
4000只。东方白鹳对繁殖巢区的
选择相对苛刻，会选择没有干扰或
干扰较小、食物丰富而又有稀疏树

木或小块丛林的开阔草原或农田沼
泽地带。

去年以来，为加快恢复东方白
鹳栖息地，增加辖区内种群数量，图
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增设了 19
处东方白鹳人工招引巢，以保护东
方白鹳繁殖种群。

此外，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还完善和提升“网格化”管
理机制，采取“人员地面巡护、远程
监控视频巡护、无人机空中巡护”的
立体管护方式，及时劝返进入保护
区涉嫌破坏资源的人员和车辆，常
态化管控原住居民生产生活，避免
人类活动对候鸟干扰，积极为春季
迁徙候鸟营造安全的停歇和繁殖环
境。下一步，该保护区将持续加大
保护力度，增设人工巢穴，采取有效
举措加速东方白鹳种群及其栖息地
的顺利恢复。

“鸟届国宝”东方白鹳落户“图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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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把每一条河流都打造成“幸福
河”，是新时代我国河湖保护治理的
目标指引。

不同于传统河湖治理，幸福河湖
的建设要兼顾河湖水安全、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河湖管理、
群众满意度等多方面、多维度。

自我区全面实施河湖长制以来，
河湖健康状况整体持续向好。“一湖
两海”水质指标总体向好，东居延海
实现连续 18 年不干涸，总办窝堡枢纽
实现 20 年来首次过水……水清岸绿
的 美 景 ，不 时 出 现 在 人 们 的 朋 友 圈
中，人民群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
获得感与幸福感时时溢出屏幕。

然 而 ，向“ 幸 福 河 湖 ”迈 进 的 同
时，我们也当看到，我区河湖管护范
围广、任务重、底子薄，同时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河道断流、湖泊萎缩等长
期积累的水生态问题可能动态演变。

责任如磐、使命在肩。我们只有
久久为功、持续用力，通过扎实的河湖
生态治理建设，为百姓带来真切的获
得感，才能让“幸福河湖”为幸福加码。

“幸福河湖”为幸福加码
◎江山

□本报记者 张慧玲

4月初，天气乍暖还寒。呼和浩特市
大黑河城区段郊野公园河段，水波粼粼。

这一段是 43岁的巡河保洁员李宏刚
的“领地”。远远看到，他穿着厚实的保洁
衣，一手拿着收纳袋，一手拿着长杆夹子，
一边巡河，一边捡拾垃圾。

“巡河一年四季都操心，冬夏都怕有
人掉河里，春秋又怕有人燎了荒。”李宏
刚一边说着，手上的活儿一直没有停。

去年冬季的一天上午，他巡河时看见
3名游客下到河槽朝冰上走去，他连忙喊
道：“不能下河道，请回到岸上来。”一名游
客不解地问：“冰面冻得这么硬实，咋不能
走？”他解释说：“这片水域每天都要排入
生态水进行补给，而且每天的补水口不固
定，冲刷冰面，造成冰层薄厚不均，行人走
在冰上极易发生意外。”看着 3人返回岸
上，他才放下心来。

“到了冬季，河面一结冰，我们的主要
任务就是劝导游客别下河道滑冰，多数人
都会配合，但也有少数人不听劝，我们只
能一遍遍耐心劝导。”他笑着说，“这两年
大黑河城区段越来越美，一年四季都有游
客来。我们每一个巡河保洁员都想把最
好的环境、景色展现给游客，所以不管水
面还是河道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洁净。”

沿河岸而行，时不时就会遇到身穿制
服的巡河保洁员。他们看到行人迎面而
来，总会手持喇叭喊话：“注意安全，请不
要下河道，水深危险。”

看到河槽边有碎石，巡河保洁员及时
把它捡走。巡河保洁员小马说：“这些石
头大多是游客玩耍时随手扔进来的，既影
响河道美观，又存在安全隐患，我们看到
了就会第一时间把它们清除出去。”

“总有人说我们‘管得宽’，冬天禁止
溜冰、冬泳，夏天我们管得更‘宽’，禁止游
客钓鱼、游泳、烧烤、折花草等等。”李宏刚
说，“我们组33个人，每天都紧盯着大黑河
13公里长的河段及扎达盖河大约 4公里
的河段。分组工作，每人负责1公里，一天
下来每人都要走三四万步。”

“管得宽”的巡河员是呼和浩特市河湖
长制工作的一个缩影。呼和浩特市建立河
湖长制6年来，全面建立“一河一档”，及时
修编“一河一策”，1215名河湖长上岗，336
名巡河保洁员在重点河段不间断巡河。

“节假日游客多，我们更忙。但是看
到游客在美景中流连忘返，我们很有成就
感。”李宏刚说，希望更多游客到此观光，
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与他们一起守护来
之不易的生态美景。

巡河保洁管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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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
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内蒙古不断
探索推进新形势下山洪灾害防治工作，不断
推进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四预”措施建设，建
成“一级部署，多级应用”的自治区山洪灾害
监测预警平台。2022年初步形成山洪灾害
防御一张图，实现雨水情监测、气象信息共
享分析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土壤含水量分
析、危险区动态管理等一系列功能，为水旱
灾害防御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全区三级水利部门均可根据用户
权限登录自治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开
展工作。平台集成了山洪灾害防治自动监
测站点、防治区、危险区、转移路线、安置点、
小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数据信息，及全区
3117个自动雨水墒情监测站点数据，还可
远程查看水库运行状态。

我 区 初 步 形 成
山洪灾害防御一张图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帅政）记者从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为切实推动全区农
村牧区环境整治工作提质增效，助力乡村生
态振兴，我区正在全面开展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要对农村牧区集
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排查整治，全面
核实我区农村牧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口径
情况，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排查
常态化。其次开展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排查整
治，做到“排查发现一处、立刻整改一处”。同
时，加强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整治后的日常监
管，坚决避免整治水体返黑返臭。还要开展
村庄及周边河塘沟渠废弃杂物和农业生产废
弃物清理，杜绝农业面源污染，确保农村牧区
河塘沟渠、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干净整洁。

我 区 开 展 农 村 牧 区
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者
从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深入推进
固体废物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
近日首府召开了生活垃圾发电设施协同处
置医疗废物（内蒙古）地方标准制定线上研
讨会。

研讨会上，国家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固体部固体废物研
究室主任罗庆明，对呼和浩特市生活垃圾
和医疗废物协同处置工作的发展、固体废
物资源化、无害化发展进行了指导。呼和
浩特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提出，要
共同推动固体废物协同处置路径。下一
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呼和浩
特市生态环境局将通力合作，指导并参与
制定生活垃圾发电设施协同处置医疗废物
（内蒙古）地方标准，积极探索呼和浩特市
“无废城市”创建新路径。

呼 和 浩 特 市 探 索
固体废物协同处置路径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帅政）作为国
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之一，包头市持
续加大试点力度，积极探索建立气候投融资
工作机制体制，完善政策措施，推进试点工
作走深走实。

据悉，包头市建立气候投融资工作机
制，加快构建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组建了
气候投融资专职机构——包头市气候变化
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已经出台包括节能降
碳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等措施
126项。同时，积极挖掘和培育绿色低碳项
目，建立了具有区域特点的气候变化投融资
及碳金融动态项目库，收集一批具有典型示
范意义的低碳项目。2022年，包头市绿色
信贷余额同比增长 65%，达历史最高水平；
全市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0.5亿元，居自
治区首位。

包 头 市 积 极 推 进
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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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临河黄河湿地公园桃花盛开巴彦淖尔市临河黄河湿地公园桃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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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霍晓庆

最美人间4月天，内蒙古黄河流域一派生机。巴彦淖
尔黄河岸边桃花灼灼、柳条抽芽，乌梁素海候鸟云集，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黄河大峡谷碧水幽幽、宛若玉带，包头黄河
湿地曲水环抱着尚未返青的芦苇、草甸，倒映出湛蓝的天
色……长期以来，我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加大流域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修复治
理，打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开展干支流入河
排污口专项整治行动，加强水污染防治；积极完善水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公益诉讼、行政执法机制，有力地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改善，沿黄7盟市森林覆盖率达到16.28%、
草原植被覆盖度达到4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