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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立足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优势，持续打通“两山”理论转化通道，推动
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带动群众“守绿换金”——

“ 天 边 草 原 ”等 你 来
□本报记者 帅政

一场春雨过后，乌拉盖草原褪去
了银白色的“外衣”，显露出原野的本
色，等待着绿草如茵的夏天。在锡林
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
洪浩勒图分场，牧民齐贵龙一大早便
在牛棚羊圈忙碌起来。

“现在草原生态好了，来旅游、摄
影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餐饮、住宿、出
售肉奶特产等，搞生态旅游的收入比
过去单纯放牧翻了好几番。”齐贵龙开
始盘算一年的好光景。

20 多年前，因气候变化、过度放
牧，齐贵龙家所在草场出现严重退化
迹象。为此，齐贵龙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转变传统畜牧方式，注重草畜平
衡、减少牛羊数量，改良育种、围封禁
牧，让草原大地“喘口气”。十多年来，
草原生态逐渐好转。前些年，齐贵龙
筹备发展草原生态旅游，将自家草场
的网围栏等拆除，恢复草原自然风貌。

如今齐贵龙家的草场，随处可见
灰鹤、野鸭、鸿雁、旱獭等野生动物，成
为当地知名旅游景点。

在乌拉盖草原上，像齐贵龙一样
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的牧户

还有很多。
乌拉盖草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

的天然草原之一，素有“天边草原”美
誉。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立足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优
势，持续打通“两山”理论转化通道，推
动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带动群众“守
绿换金”。通过大力发展原生态草原
游、牧户游、影视游、研学游，逐步形成
布林泉、野狼谷、九曲弯、草原影视基地
等知名文旅品牌，扣住“看+玩+吃+住”
旅游链条，将特色资源、闲置资源有效
盘活，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流连。

近十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累计接
待游客 651.5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22.7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从旅游业
中增收2400余元。

生态旅游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同
时，乌拉盖管理区还把“两山”理论转
化的目光聚焦在发展优质良种肉牛繁
育上，形成了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牛
产业发展格局。

在乌拉盖管理区，王金强绝对算得
上一位“牛”人。年纯收入100多万元，
家里有150头华西牛母牛，出栏时，别
的牧民家其他品类的牛犊才1万多元，
而他家的牛犊平均能卖到2.5万元。

说起自家养殖的华西牛，王金强
总是赞不绝口：“这牛生长速度快，屠
宰率、净肉率高，繁殖性能好，抗逆性
强，适应面广，经济效益高……”拥有
如此多优点的华西牛就是在乌拉盖草
原上培育成功的。2021年，华西牛获
国家畜禽新品种认证。

作为华西牛育种群体的主要供种
基地，乌拉盖管理区成立了乌拉盖牧
场有限公司，通过打造引种育种、扩繁
育肥等产业，实现“科研机构+基地+牧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此打造全国一
流的华西牛肉牛新品种繁育推广供应
基地。截至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华西
牛整体存栏规模3.4万头，有22个核心
群、4个扩繁群；核心群群体规模7000
头，占全国华西牛总存栏的64%以上。

此外，乌拉盖管理区还建成了我
区首个国家级草原生态牧场标准化示
范区，示范区通过构建“草原生态技术
示范+家畜科学养殖+养殖技术指导”
的适合草原牧区的新型发展模式，以
此带动牧民走科技养殖之路。

乌拉盖管理区党工委书记乔建强
介绍，截至 2022 年，生态牧场标准化
示范区农牧户年度人均纯收入是非示
范区的2倍；华西牛带动养牛户人均纯
收入达8.6万元；本土“牛”人辐射带动

科学养殖，使每头牛增加2000元以上
年收益。

践行“两山”理论，生态的修复治
理效果是“硬杠杠”，没有良好生态，何
来绿富同兴。乌拉盖管理区通过与内
蒙古蒙草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农科院
草原所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
关，对乌拉盖草原退化成因进行科学
诊断，针对沙地风蚀、狼毒型退化、严
重盐碱化等突出问题，分别采取不同
措施“对症下药“，并大力实施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围封转移、草畜平衡管
理等综合性治理措施，境内退化、沙
化、盐碱化草地治理率得到显著提升，
管理区林草覆盖率达到87%。经过科
学治理，“风吹草低见牛羊”胜景在盛
夏的乌拉盖草原随处可见。

去年11月 18日，生态环境部命名
51个地区为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乌拉盖管理区
榜上有名，这也是乌拉盖管理区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的有力印证。

乔建强说，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乌
拉盖管理区发展的含绿量、含新量、含
金量大幅提升。我们要继续在“两山”
转化上继续作大文章、好文章，让乌拉
盖这片“天边草原”更加美丽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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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 26日讯 （记者 帅政）记者
从二连浩特市生态环境分局获悉，去年以
来，该局加强“12345”环境类投诉办理工
作，积极为群众解决生态环境方面的难题。

据了解，二连浩特市生态环境分局将
“12345”市民热线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减
压阀”，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使举
报件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处置。针对群众反
映集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加大巡查力度，采
取日常检查、约谈企业等措施加强对污染源
的有效监管。

据介绍，2022年全年二连浩特市生态
环境分局共受理信访投诉案件 25件，涉及
水污染1件，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5件，
其他类1件，均已办结。2023年截至目前，
共受理信访投诉案件 4件，涉及大气污染 3
件，噪声污染1件，均已办结。

二 连 浩 特 市 加 强
“12345”环境类投诉办理

本报4月 26日讯 （记者 霍晓庆）近
日，经自治区验收核定，包头市划定基本草
原面积为2419.84万亩，划定基本草原储备
区23.02万亩，划定基本草原面积占全市草
原总面积2817万亩的85.88%。

基本草原划定和调整是落实基本草原
保护制度、实现草原分区管控的重要举措。
包头市在基本草原划定和调整工作中，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和资源利用底线，既确定了重
要草原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范围，也保障了各
旗县区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

下一步，包头市林草局将始终把保护基
本草原作为首要任务，把落实分区管控作为
基本手段，合理利用草原资源，确保划定后
的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包 头 市 划 定
基本草原面积2419.84万亩

本报 4 月 26 日讯 （记者 李国萍）
“碳排放是个啥？就是人类生产经营活动过
程中向外界排放温室气体的过程呀……”在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阿吉拉沁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的会议室里，内蒙古财经大学牟艳军老
师声情并茂地向学生和家长们普及着碳排
放的概念、来源，以及践行低碳环保生活的
知识。近日，呼和浩特市环境科学学会与回
民区科协联合开展了“智惠行动·百会百县
乡村行”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低碳讲座
进社区，倡导绿色新生活”公益讲座。

据介绍，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环境科
学学会已深入社区、学校、旗县共开展了12
场相关讲座。此项志愿服务活动旨在统筹
社会资源，服务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双碳”
政策推行等。目前，一支 500人的“呼和浩
特市科普专家服务团”队伍已经组建成功，
服务团将发挥团队智库优势，长期为基层社
区和需求单位进行“点单式”服务。

呼和浩特市环境科学学会
送“ 低 碳 讲 座 ”进 社 区

本报4月 26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目前，内蒙古黄河
流域各级河湖长共计4841名，累计巡河巡湖
30.3万人次，推动解决河湖“四乱”问题4217
个，实现黄河流域河湖管护责任全覆盖。

据悉，河湖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区突
出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围绕黄河流域着力建
设幸福河湖。编制实施《黄河管理保护（一
河一策）实施方案（2021—2023年）》等方案
与规划，完成了流域内503条河流、67个湖
泊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开
展河湖管理保护行动，组织实施妨碍河道行
洪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黄河干支流岸线利
用项目专项整治行动排查发现的 181个问
题全部整改到位，全力推进黄河河道有关问
题整治。

内 蒙 古 黄 河 流 域
实现河湖管护责任全覆盖

近日，水利部印发《节约用水工作
部际协调机制 2023 年度工作要点》，
内容涵盖农业、工业、城镇生活等重点
行业领域。作为气候干旱、水资源严
重缺乏的能源大区，我区水资源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内蒙古“渴”水久矣。

用好每一滴水，关键在节水，需
要在生活节水、工业节水、农业节水
等多方面共同推进。

近年来，内蒙古在“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
指引下，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全面
实施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用水总量得到
有效控制，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不断
提升。如今，节水型社会建设有了“包
头样本”，再生水利用形成“鄂尔多斯模
式”，全社会节水意识不断增强。

节水是一场持久战，不能有一丝
松懈。保护有限的生命之源，必须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人、以水定地、以
水定产，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同时
切实增强人们爱水、护水、节水意识，
下足节水之“功”，形成全民参与节水
的强大合力。

下足节水之“功”
◎张慧玲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在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三大重点行
业中，交通运输行业碳减排的压力首当其
冲，而高速服务区碳减排的潜力更大、难度
更高、责任更重。通过制定《高等级公路近
零碳服务区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下简称
《规程》）地方标准，可在自治区范围内大力
推广零碳技术、推动新能源相关产业，在保
护环境、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助力我区经济
发展。”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自治区交
通运输科学发展研究院工程师万瑶宇说。
全区现有125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及165处
干线服务区，若各服务区均按照《规程》要
求平均布设1.5兆瓦光伏装机容量测算，年
均碳减排量约1500吨，全区近零碳服务区
可实现碳减排约43.5万吨/年。

今年第一季度，自治区共发布《高等
级公路近零碳服务区设计与施工技术规
程》《高等级公路近零碳服务区评价技术
规范》等涉及绿色交通领域 6 个地方标
准。这些地方标准将于2023年 4月 28日
起实施，对今后区内公路绿色转型升级、
施工工艺的低碳化改造、高等级公路服务
区降低碳排放量等意义重大。

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开展绿色公路评价规
范的研究，可强化公路生态环境保护，有
助于做好原生植被保护和近自然生态恢
复、动物通道建设、湿地水系连通等工作，
降低新改（扩）建项目对重要生态系统和
保护物种的影响。同时，通过推广施工材
料、废旧材料再生和综合利用，也将产生
显著的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
全区产生总固废43650.41万吨，年利用量
为16347.03万吨，年利用率为37.45%，工
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
间。而开展绿色公路建设可合理消纳工
业固废，将废旧材料变废为宝，不仅节约
资源，而且将减少公路建设材料的开采。

此外，《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碳排放核
算规程》的发布实施，可为公路基础设施
建设碳排放数据分析和整理提供依据，对
推动我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低碳化技术
和设备的使用，促进施工工艺的低碳化改
造，提升公路基础设施的生态环保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起到有效作用。

“绿色交通”助“双碳”落地

【绿野新风】

□本报记者 郭洪申

春日里，断流25年的西辽河干流通辽段来水了。
西辽河为季节性河流，由西而东横贯通辽市腹部，

是目前全国7大江河中唯一处于断流状态的大河。
自 2020年起，国家水利部连续 3年开展西辽河

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工作，西辽河“有水”河段逐年延
长。松辽水利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等部门于
今年3月至明年2月对西辽河水资源进行调度，采取
全线闭口、集中下泄等调度措施，逐步恢复西辽河全
线过流。

通辽市水务局局长张玉清说，西辽河生态调度成
效初显，对恢复西辽河全线过流、复苏西辽河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流域通水后河面流水将全部作为
生态用水回补地下水，同时流域来水还会在涵养城市
水源，维持区域水资源平衡，调节气候、增添生物多样
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霍晓庆

4 月初，鄂尔多斯市的沙漠深
处、乱石荒滩、城镇周边已是处处添
新绿。该市林草部门抢抓春季造林
有利时机，掀起植树造林热潮，截至
4月3日，全市已完成林业生态建设
22.1万亩，其中新造林5.9万亩。

据了解，2023年鄂尔多斯市计
划完成林业生态建设 110万亩，完
成义务植树1000万株，实施重点区
域绿化 7.74万亩。在造林过程中，
各旗县区坚持以水定绿、科学造绿，
选择乡土树种、幼小树苗和灌木树
种，全面推行混交林、异龄林、灌草
乔结合林等近自然林经营种植模
式，做好计划上图和结果上图，将造

林任务落实到具体山头地块。
同时，鄂尔多斯市加快黄河生

态廊道建设，对黄河南岸实施退化
草牧场、湿地、堤防防护林、农田防
护林、通道绿道、村庄、库布其沙漠
锁边林等重点生态区域一体化系统
打造。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
程，优化整合国家退化林分修复、低
质低效林改造、残次林改造等项目，
通过择伐补植修复、更替修复、抚育
修复、封育修复、综合修复等措施，
全面提高林分质量。大力推进退化
草原修复工程，在重度、中度退化草
原和油蒿类草场，加大柠条种植建
设任务，全力推动退化沙化草原修
复治理。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合力营造“依法植树尽责、共享
绿水青山”的良好氛围。

鄂尔多斯

把新绿添到山头地块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春耕时节，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
伦诺尔镇双井子村村民申忠玉已经在
田间地头忙碌了半个月。

地还是那块地，但换个种法的念头
已经在申忠玉心里盘算了很久。前些
年，他在耕种过程中减少化肥用量，土
壤墒情一年好过一年。今年，他又将传
统地膜换成可降解地膜，虽然投入增加
了，但能享受购膜补贴，还能有效保护
耕地，经济效益不减，生态效益增加。

地膜以其保温保墒、覆盖除草等优
势，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
资料，地膜覆盖在很多地区成了“不推自
广”的技术。但由于长期大规模使用却得
不到有效回收，残膜污染正在使土地肥力

下降，渗水能力变差，地膜变“地魔”。
地膜减“白”，田间更“绿”。为进一

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降低农田残膜污
染，多伦县供销社与多伦县农牧技术推
广中心联合开展降解地膜试验与推广
工作，尝试降解地膜替代传统地膜。

“用这个降解膜，到了秋天就降解
了，省去了秋收后搂膜的步骤，节省回
收废旧农膜的费用和时间。而且，降
解膜比普通膜结实，铺的时候不易坏，
省时省力。”申忠玉乐呵呵地说。

据多伦县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赵伟介绍，2022年，多伦县推广全生物
降解膜约2800亩。根据自治区补贴政
策，使用加厚地膜每亩补贴25元，使用
全生物降解膜每亩补贴120元。2023
年，全县计划推广加厚地膜10000多亩，
推广全生物降解膜达到120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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