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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续4年保持我国境内丹顶鹤野外分布数量优势，
已成为我国境内丹顶鹤大陆西部种群的主要繁殖地——

丹顶鹤流连的地方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牧琪尔

鸟儿们在天地间盘旋、啁啾、停
歇，湖面、芦苇塘边，不时掠过丹顶鹤
的身影，给纯净的旷野增添了黑白色
的灵动。

尽管依然春寒料峭，但地处呼伦
贝尔深处的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以下简称辉河保护区），已成了
大批迁徙候鸟休憩的天堂。

辉河保护区面积346848公顷，是
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鸟类在
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的可
达7个月之久。

春末夏初的辉河保护区，冰河渐
渐解冻，大批北归的候鸟使寂静了一
个冬天的湖面热闹起来。面对辽阔的
草原、湿地，辉河保护区法制科科长沃
强说：“面积大、点位多，是我们监测鸟
类的特点，也是难点。”

为了精准掌握数据，辉河保护区
设立了44个监测点，启动了常规月监
测+迁徙期、繁殖期重点监测相结合
模式。除冬季外，监测团队要在各点
位循环“打卡”，一天监测时间长达14
个小时，冬季监测工作主要通过在公

路沿线设立的130公里监测样线来完
成。监测数据库的不断充实，为辉河
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数据支撑。

“月监测是定时开展的，无论天气
好坏，我们都必须上路。”沃强说，“春
夏秋三季，我们从凌晨4点起到晚上6
点钟，一天大概能观测 15个点位，一
轮下来每月要连续监测3天。丹顶鹤
的数量近几年在持续增长，通过监测
发现，辉河保护区现在已经成为我国
境内丹顶鹤大陆西部种群的主要繁殖
地。”

2008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在
辉河保护区内建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呼
伦贝尔森林草原交错区科学观测研究
站，辉河保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马宝
成，是当时的亲历者。

“这是国家级站点，当时全国只有
4个，是东北地区第一个环境保护部
级野外观测研究站。现在辉河保护区
是高校研究生培养基地，每年都会有
院校研究生来开展实验研究，这也带
动了保护区的发展。”马宝成说。

依托研究站的建立和丰富的自然
资源，辉河保护区持续加强与科研机
构、大专院校的交流合作。近年来，与
中国环境科学院、北京林业大学、东北

林业大学等10余家科研院所，在动植
物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
测研究等方面建立了长期、广泛的伙
伴关系，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同时培养
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并实现了人才反
哺保护区发展。

多年来，辉河保护区通过开展各
类专项行动，依法打击非法偷猎、捕
捞、捡拾鸟蛋、贩运野生动植物资源案
件，不断加大网格化管理力度，有效遏
制了破坏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的发生。

为全方位实施保护，辉河保护区
设立了西博桥管护站、骆驼脖子管护
站等5处站点。其中西博桥管护站作
为辉河地区南北岸的唯一通道，是进
入保护区腹地的必经之路。

西博桥管护站是辉河保护区唯一
的综合站所，承担着森林草原防火和
保护管理野外巡护监测职能。“近几年
生态状况不断改善，辖区内每年来的
候鸟不断增多。我们很高兴做这些

‘客人’的保护者，它们的到来，也证明
了我们保护工作做到位了。”说起管护
工作，站长包智颇为自豪。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
众多迁徙的候鸟中，“一品鸟”丹顶鹤是
当地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显著标志。

今年春季，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鹤类联合保护委员会、国际鹤类
基金会开展的中国迁徙候鸟同步调
查第一阶段调查中，辉河保护区湿地
内13个重点区域共观测到鸟类25种
3500余只。其中丹顶鹤、白头鹤、白
枕鹤、大鸨 4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100只。

2020年以来，辉河保护区连续 4
年保持我国境内丹顶鹤野外分布数量
优势。2020 年至 2022 年，保护区丹
顶鹤分布数量分别为122只、130只、
144只。

资料显示，野生丹顶鹤全球种群
数量约为3050只，其中日本不参与迁
徙的海岛种群约为2000只。在中国、
俄罗斯、朝鲜半岛等地迁徙的大陆种
群数量约为1050只。在我国，野生丹
顶鹤分布最多的为黑龙江省扎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在200只左右，位
列第二的便是辉河保护区。

人间最美四月天。当下的呼伦贝
尔，尽管没有花开芳菲、生机盎然的新
意，却有野鹤闲云、鹤鹿同春的旷达。
在这里，人保护、鹤共鸣，人与鹤共情、
同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让

“鹤”流连，令人神往。

【
有
感
而
发
】

【绿水青山】

【绿眼】

执行主编：包塔娜 责任编辑：李国萍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3年5月4日 星期四/ 生态环保 / 7

本报5月3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者
从包头市水务局获悉，为确保今年汛期到来
之际昆都仑水库具备度汛条件，目前该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正在抢工期、抓进度，预计今
年10月整体工程全面完工。

昆都仑水库位于黄河一级支流昆都仑河
下游沟口处，总库容7850万立方米，是包头市
重要的防洪屏障。据悉，2017年，昆都仑水库
大坝被鉴定为三类坝，影响水库安全。为提升
水库大坝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2021年11
月，相关部门开工建设昆都仑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工程完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水库的
防洪能力，同时也会更好地保障全市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昆 都 仑 水 库 除 险
加固工程加快推进

本报 5月 3日讯 （记者 李国萍 实
习生 张斐然）记者从赤峰市林业和草原局
获悉，近年来，赤峰市把推动林草长制落地见
效作为资源保护的关键举措，建立“一长两
员”林草资源源头管理架构，推行保护协议签
订，林草资源保护管理体系越发完善。今年
当地从多方面入手，推动林草长制由全面建
立向全面见效转变。

据悉，通过压实各级林草长责任，积极开
展巡林巡草，落实工作提示单制度，发挥好各
级林草长监督检查作用；持续开展森林督查
暨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和草原督
查工作，提高违规违法占用草原林地问题查
处效率；落实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加强网格
化管理和草原管护员队伍建设，提高草原保
护监督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自然保护地建
设管理，合理调整自然保护地范围和功能分
区，细化管控措施，提升自然保护地规范化管
理水平；发挥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联席会
议制度作用，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赤峰市推动林草长制由
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转变

本报5月3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者
从呼和浩特市邮政管理局获悉，根据《呼和
浩特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无废快递”被纳
入“无废城市细胞”建设体系。

《方案》要求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开展“无废城市细胞”建设活动。全面推行
邮政行业电子运单化，督促全市快递企业使
用绿色包装材料。以连锁商超、大型集贸市
场、物流仓储、电商快递等为重点，积极推广
可循环、可折叠包装产品和快递配送器具。
到 2025 年 ，快 递 绿 色 包 装 使 用 率 达 到
90%。推动电商外卖平台、环卫部门、回收
企业等开展多方合作，在重点商圈、大型社
区、大中小学校园、快递末端网点等区域投
放标识明显的快递包装等回收装置。今年
呼和浩特邮政管理局围绕邮政快递业绿色
发展“9218”工程任务，鼓励支持快递企业
提高绿色包装循环利用水平，为全市“无废
城市”建设贡献行业力量。

首府邮政快递为创建
“无废城市”注入新力量

本报5月3日讯 （记者 帅政）记者从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4月—10月，我区
在全区范围内对生活垃圾填埋场展开专项
执法检查。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全区生活垃
圾填埋场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工作方案》）。

按照《工作方案》，两部门分别从垃圾填
埋场建设运行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等方面开
展执法检查，并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执法
监测，全面排查我区范围内的所有生活垃圾填
埋场。通过执法检查，力争摸清全区生活垃圾
填埋场污染防治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共同规
范垃圾填埋场运行管理，依法依规查处各类违
法行为，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防控地下水
环境污染风险，提高行业污染防治水平。

我区对生活垃圾填埋场
展 开 专 项 执 法 检 查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流水潺潺，鸟鸣啾啾的4月天，包头市
土右旗美岱召镇沙图沟村“喜爱家庭农
场”里，雪白的杏花缀满枝头。

“现在是果园的‘农忙’期，趁着杏树
盛花期要抓紧时间嫁接好，5月就要开园
迎接游客了。”55岁的董喜爱说话间也没
停下手里的活儿。

“别看现在落花像仙境一样好看，当初
这里可是一片谁也不愿意来的荒坡。”回想
起年轻时候的艰苦岁月，董喜爱感慨颇
多。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董喜爱对这片
果园充满深情。“果园 1989 年开始建设。
那时，为了生计，我的老父亲承包了40亩的
荒坡。”董喜爱说，在那些不知未来几何的
岁月里，他们父子俩凭着一把镐头两双手，
早出晚归，硬是把一层层乱石刨起，筑成一
个个一米见方的树坑，栽下杏树。山上没
有水，就用扬程泵从山下打的一口井里提
水。水压不够，就清理渠道……一年又一
年，给荒坡一点一点穿上了“杏花衣”。

30多年风雨无阻，精心培育果树，董
喜爱尝试多方向发展，种不同品种的树，
还开起了农家乐。2019年，董喜爱的果园
有了“身份证”——被土右旗认证为家庭
农场。当年，董喜爱又流转了 10亩山地，
农场里现在有杏、李、桃、苹果等果树，开
展采摘、餐饮、游园等项目。2021年，“喜
爱家庭农场”又得到包头市的认证。荒坡
上种果树，减少了水土流失，又增加了收
入。看着满目的果树，他感慨道：“种树的
这些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坡上的风小多
了，能给生态环境作贡献，我很自豪。”

近年来，土右旗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董喜爱的果
园成为全旗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杏花满山坡，杏香引客来。昔日的荒
山坡，如今树满山、果满林，成了附近有名
的“花果山”，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让董喜爱
一家得到了实惠。每年6月中旬，杏子成熟
的时候开始接待游客，一直持续到上冻，年
均毛收入12万元，最多达到过18万元。

“目前正在建设新的观光设施。”董喜
爱心里谋划着，要将自家农场建成“以采
摘时令水果为主，以季节赏花为辅，以体
验田园风光、农家生活为中心，集民俗文
化、特色种养殖于一体的开放式、高标准
生态旅游观光景区。”

荒坡穿上“杏花衣”
【绿野新风】

□本报记者 帅政

“‘环保管家’能够为企业量身定
制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测、管、治’方
面样样精通。让专业的人帮我们控制
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对症下药。”4
月 27日，对于“环保管家”的入驻，乌
海市一家工业企业经营者如是说。

近年来，乌海市为了找准污染治
理主要环节和风险隐患突出问题，有
效提升企业治污能力，市生态环境局
为当地工业企业引入了“环保管家”服
务。截至3月末，乌海市 24家工业企
业均享受到了这一待遇。

据介绍，“环保管家”实则是一种合同
环境服务，通过对企业环境管理制度、环
保手续执行情况、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环
境风险隐患等10个方面展开精准指导，

把脉问诊，对诊断发现的问题进行科学
会诊，形成“体检报告”，开出诊治“药方”。

“我们聘请了 2家第三方公司，
为全市12家焦化企业和12家精细化
工企业提供服务，借助专业化力量辅
助生态环境执法。去年年底，‘环保
管家’开始入驻企业调阅资料、检查
排污环节治污设施、开展监测数据分
析，目前正在‘体检开方’。”乌海市生
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
刘洁说。

乌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环保管家”促进了生态环境部门对
企业环保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优化了
与企业的沟通机制。根据“环保管家”
开出的“体检报告”，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对发现的问题，紧盯企业整改
进度，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不反
弹。

“环保管家”入驻乌海市24家工业企业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奔流向前的黄河，浩瀚无边的
库布其沙漠，不仅是游客眼中的美
景，更是地区发展的优势。4月中
旬，随着“生态水”汩汩流入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巴音温都尔湿地，绿水
青山之间，展现出勃勃生机。

黄河流经杭锦旗全长 249 公
里，是我国黄河流域流经最长的旗
县，每年封河以后形成大量的槽蓄
水量。今年，杭锦旗申请到 4月份
1020万立方米生态补水量，用于库
布其沙漠巴音温都尔湿地补水。4
月10日，杭锦旗黄河南岸总干渠开
闸放水，首引流量达到每秒 7立方
米。

近年来，杭锦旗在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积极探索利用黄河造福当地百
姓。几年来，通过将黄河水引入湿
地，极大改善了部分湿地缺水、湖
水萎缩的现状和当地沙漠生态环
境，逐渐形成沿黄的生态屏障带。
从 2014 年引水至今，已在库布其
沙漠腹地巴音温都尔形成近 100
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有20多种植
物自然恢复生长，10多种水鸟长期
栖息，形成沙水相连的生态自然格
局，促进大自然生态系统全面恢
复，同时也为周边农牧民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收益。

按照杭锦旗的规划，下一步将
库布其沙漠水生态项目区继续向
下延伸扩展，形成一幅面积为 300
平方公里，动静相宜、景观优美、环
境别致的湿地画卷。

“生态水”流入巴音温都尔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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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捕开捕！！

□文/本报记者 李国萍 图/李红宇

春风送暖，沉寂一冬的永兴湖又荡起碧波。每年4月，是乌兰察布
市凉城县永兴湖捕鱼的好时节。一大早，渔民们便驾着渔船来到湖心
位置开始忙碌起来。划桨、收放粘网，再经过几小时的耐心等待，活蹦
乱跳的鱼儿就在渔网的裹挟下被拉出水面。

“开河鱼”俗称“越冬鱼”，不仅肉质紧实、味道鲜美，更是寓意渔民
开启新一年的好兆头。

永兴湖春季捕鱼从4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底。每天能网三、
四百斤鲢鱼、鲫鱼、鲤鱼、草鱼等，全部销往周边地区。

近年来，随着凉城县生态环境的逐年改善，永兴湖面积不断扩大，
水质提升，鱼的种类增加，每年上市量可达3万多斤。加之连年的增殖
放流活动，渔业生物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

“双收”。

丰
收
季

丰
收
季
。。

碧波粼粼永兴湖碧波粼粼永兴湖。。

5 月 1 日，我区开启了“保护候鸟
迁徙通道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
的 2023 年“爱鸟周”活动，呼吁全社会
携手保护鸟类和候鸟迁徙通道。

候鸟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因此，它
们也被称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和“监
考官”。生态环境好，候鸟的种类就多。

近年来，我区一方面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控污染源；另一方
面深入实施国土绿化、森林质量提升、
湿地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全区湿地
面积达 380.94 万公顷，以湿地为保护
对象的自然保护区有 83 处，每年过境
候鸟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爱鸟护鸟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意
义重大。保护鸟类栖息地和繁殖地，
给迁徙的鸟儿营造一个安全、友爱的

“驿站”；对候鸟栖息地、迁徙通道的环
境影响进行科学论证，如有破坏予以
补救；各部门协同配合，守住湖区、管
住猎具、卡住车船、盯住餐桌，让爱鸟
护鸟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候鸟“保驾
护航”，共享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共享“鸟语花香”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