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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施行以来，我区采取预防保护、综合治理，加强淤地坝
管理和严控人为水土流失等举措，推动该法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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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夏日黄河，浩荡东流。
流经内蒙古，造福桑梓，印记鲜

明……
内蒙古黄河流域草原、湿地、河

流、湖泊、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类型
兼具，是构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的重要组成。筑牢这条生态安全
屏障，离不开对黄河的治理与保护。

近年来，内蒙古认真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坚持法治护航、依法治
理，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提升人
民群众生活品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全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自 4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
河保护法》施行以来，我区采取预防
保护、综合治理，加强淤地坝管理和
严控人为水土流失等举措，推动该法
落地。

古籍有载：“黄河斗水，泥居其
七”。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已成顽
疾。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
重，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
流。为减少泥沙入黄，水土保持工作

尤为重要。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小流域治理势在必行！”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水利局副局长张云
飞说，治理核心就是减少入黄泥沙。

黄河内蒙古段水少沙多，在平原
段，泥沙极易落淤，使黄河变成悬
河。达拉特旗共有10条黄河一级支
流，被称为“十大孔兑”。为调节黄河
水沙关系，达拉特旗开展了十大孔兑
治理工作，如今，达拉特旗每年入黄
泥沙量减少约990万吨，黄河水变清
已不是遥不可及。

水土流失导致水患，水患又会加
剧水土流失。为了不再出现这种恶
性循环，内蒙古加大力气推进水土保
持工作，小流域治理遍地开花。

2017 年以来，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先后在小庙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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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
过治理的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就成
了当地人心中的“桃花源”。

除了小流域治理，内蒙古在黄河
流域水土保持工作中还针对生产建
设项目违法行为造成的人为水土流
失问题，开展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专项整治行动。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在黄河流域 7个盟
市 40 个旗县范围内，对 2011 年以
来，存在未批先建等水土保持违法违
规行为的生产建设项目进行集中整
治，形成水土保持强监管态势和长效
机制的工作目标。如今，全区 1129
个违法违规项目的2367个问题全部
整改完成，整改率100%。

自治区还建设了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平台，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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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地坝等全部数据
信息，形成水旱灾害防御一张图。

将黄河河道有关问题整治工作
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从 2021年开始，全面推进
黄河河道有关问题整治，分区分类
实施管控措施。整治以后，河道变
了样!

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在
全区范围推广测土配方技术模式，黄
河流域 7盟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覆盖率达到90%以上。实施“四控
两化”，目前，黄河流域加厚地膜回收
率达到80%，沿黄旗县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
推进黄河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

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行动。强化
黄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管理，
建立健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联
动工作机制。

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耕
还林工程、黄河二期防洪工程等重大
生态工程，补种复绿、增殖放流、防风
固沙……一项项举措相继实行。

生态好不好，鱼鸟最知道。苍鹭
相中了黄河流域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
国家湿地公园来这里“定居”；乌梁素
海水质稳定在V类；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黄河湿地成群灰鹤来做客；黄河
滩区25.9万亩面积禁种高秆作物，黄
河河道行洪通畅。每一个数字都展示
着内蒙古黄河水生态环境的向好。

接下来，内蒙古将加强黄河流域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快推进砒砂岩
区、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淤地坝和拦沙
坝建设，推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大力实施坡耕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
工程。

黄河宁，天下平。为使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内蒙古一步一个
脚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
推进黄河大保护大治理。

近日，自治区生态环境低碳发
展中心与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

（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意在为全区重点排放单位
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共同推动我区
重点控排企业深度融入全国碳市
场。

内 蒙 古 森 林 蓄 积 16 亿 立 方
米，居全国前列，让我区成为潜力
巨大的超级碳库，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抢抓机遇，积极融入全国碳市
场，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的变现路径。

据预测，全国统一碳市场，将
带来千亿级市场规模。在融入全
国碳市场的过程中，企业应积极
履约，杜绝侥幸心理。履约是碳
排放权交易重要环节，也是碳市
场公信力和约束力的体现。

只有深刻认识加快转变发展
思路才是更好保障长期发展利益
的明智之举，树立“碳资产”意识，
瞄准碳汇市场，挖掘碳汇潜力，企
业才能向“绿”而行，在“碳”寻高
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向“绿”而行 “碳”寻发展
◎正文

【碳情报】

本报 5 月 31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中央财政下达我区第二批林业
草原专项资金4.5亿元，截至目前，我区
已争取中央林业和草原专项资金近
103.94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了我区东部草原
沙地综合治理工程、额尔古纳河流域生
态保护治理工程和西部荒漠综合治理工
程 3大工程以及森林保护修复、草原生
态恢复治理、自然保护地支出、森林草原
防火、国土绿化试点等重点项目。

自治区林草部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主力军，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全力完
成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
要任务，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贡
献林草力量。

我区已争取中央
林草资金过百亿

本报 5月 31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为保障
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工作有力开展，该
厅正在对黄河流域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
倾倒问题展开排查核实。

据悉，2021年以来，在生态环境部
的指导下，我区全力推动黄河流域固体
废物倾倒排查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2022年，沿黄7盟市均已建立黄河流域
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工作长效机制。
本次排查要求做到排查无盲区、核查无
错报、整治无死角，确保所有交办的问题
全部按期清零。排查整治过程中，坚持
问题导向，坚定不移落实好“清废行动”
各项工作要求，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清
废行动”工作任务。

我 区 开 展 黄 河 流 域
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

本报 5 月 31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印发了《内
蒙古自治区邮政快递业塑料污染治理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从持续开展现状摸底调
研，到找出问题，探索解决措施等3个方
面提出具体要求。

《行动方案》通过落实 4项任务，推
动全区邮政快递业塑料污染治理。包
括强化塑料包装源头治理，开展包装操
作规范备案管理，督促寄递企业落实统
一采购制度；强化塑料包装回收处置，
重点推动各类驿站和校园快递服务中
心等末端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
置；强化绿色包装产品供给，引导邮政快
递企业提升可循环、可降解、易回收包装
产品在行业中的应用比例；强化可循环
快递包装应用，建立符合我区邮政快递
业发展实际的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
用模式。

我区快递业塑料污染
治理有了3年行动方案

本报 5 月 31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5月 22
日，黑河干流2023年春季集中调水工作
结束，期间，进入阿拉善盟额济纳绿洲水
量 0.44 亿立方米，灌溉天然林草地约
6.9万亩。截至目前，本年度累计进入额
济纳绿洲水量3.25亿立方米，累计灌溉
天然林草地 36.94 万亩，有效补充了沿
线地下水。

据悉，根据黑河干流 2022—2023
年度一般调度期 4—6 月水量调度方
案，本次调水分2个时段实施，分别在3
月 31日—4月 20日、5月 1日—5月 22
日实施春季集中调水措施，历时 43
天。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水务部门根据
来水情况，积极做好绿洲水资源优化配
置、统筹灌溉工作，进一步扩大林草地
灌溉面积。

黑河干流2023年
春季集中调水结束

□本报记者 帅政

5月30日，记者在包头市稀土高
新区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骄清美”)看到，高耸的烟
囱中冒出的白色蒸汽已经基本消除，
新加装的环保设备稳定运行，困扰企
业多年的有色“烟羽”现象得到有效解
决。这也是包头市首个落地的科技
治理有色“烟羽”工业环保项目。

天骄清美成立于1995年 12月，
是一家专业从事稀土抛光材料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为持续提
升公司环保管理水平，有效降低次生
污染，减少水蒸气的排放，清除有色

“烟羽”现象，天骄清美斥资200余万
元对生产二车间干燥尾气处理系统
实施改造升级。

天骄清美安全环保部部长张喜龙

介绍，该工业环保项目主要采用“旋风
塔+复合过滤网除雾器+振动筛+风机”
工艺，在不影响生产工艺的前提下，同时
进行降温、除尘、除雾的预处理，解决除
尘和水汽捕集的困扰，深度治理烟气。

“项目自2月试运行以来，干燥尾
气中水汽含量大幅降低，颗粒物含量
均值降低至10克/每立方米，除雾器
收集废水实现循环再利用。目前，我
们的除尘技术在原来已经达到国家
排放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二次降
污’，达到了冶金行业的超低排放要
求。”张喜龙说。

包头稀土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总
工程师杨博表示，该局与企业共同对
全国相关技术考察筛选，决定利用新
的环保科技技术，使用物理方法将水
蒸气拦下，不仅实现零能耗、低成本
运行，从检测数据看，也取得了很大
的治理成效。

科技助力企业根治有色“烟羽”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莫尔格
勒河，安静的河水与美丽的草原会
荡涤人的灵魂。”5月末，第一次来
到莫尔格勒河的上海游客李欣然发
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莫尔格勒河位于呼伦贝尔市陈
巴尔虎旗境内，发源于大兴安岭中
段哈达岭的西侧，属中俄界河额尔
古纳河水系。曾经，因河道垃圾乱
丢乱弃、流域内生活污水散排和中
下游湿地面积萎缩等问题导致水环
境日益恶化，由此也带来旅游业日
渐式微的连锁反应。

如何唤醒“沉睡”的绿色资源？
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路
径，成为当地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不断健全

完善河湖长制管理的体制机制，推
进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综合治
理。通过开展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
理、河湖“清四乱”等一系列专项行
动，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进行拆
除，对生活生产垃圾进行清除。同
时，全面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开展莫尔格勒
河下游入湖段河道及呼和诺尔草原
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让莫尔格勒
河重焕生机。

如今，在河湖水环境日益改善
的基础上，陈巴尔虎旗瞄准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目标，将呼伦贝尔
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打造为世
界级草原旅游目的地，实现“旅游升
级、生态复兴、牧民增收”三位一体
的发展愿景。莫尔格勒河已成为呼
伦贝尔旅游业的亮丽名片，正在带
动地区经济蓬勃发展。

唤醒莫尔格勒河“沉睡”的绿色资源

□文/本报记者 李国萍 实习生 高宇

蓝天下，绿野中，一丛丛跳动的“蓝色火焰”，把初夏的草原“点燃”，这是象
征着不屈不挠精神的马兰花。

马兰花耐干旱、耐盐碱，生命力旺盛，适于北方气候干燥、土壤沙化地区的
水土保持和盐碱地的绿化改造。作为鄂托克旗前旗旗花，每年的5—6月是马
兰花的盛开期，花期持续5个多月，颇耐观赏。

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作为马兰花自然保护区，自2008年被列为自治区生
态自然保护区以来，通过围封、禁牧等多种措施，马兰花面积由4万亩逐步扩大
到10多万亩，现已成为内蒙古保护最好、面积最大的马兰花保护基地。

（图片均由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提供）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咱家的羊群都开始测上了碳排放，
养羊越来越高大上了！”来自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苏力德苏木通史嘎查的牧民苏雅
拉达来高兴地说。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
旗细毛羊养殖端碳排放数据信息采集工
作有序开展。由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
心毛绒公证检验科科长邹俊带队的技术
小组，选取了当地青克乐、那仁满都胡、苏
雅拉达来 3家典型牧户代表，入户现场察
看圈舍建设、饲料分类、农用设备、物料消
耗等情况，并向他们详细了解养殖、屠宰、
粪便处理方式和各项收支情况等，把养殖
端涉及到碳排放的每一项因素都做了详
实的数据信息记录。

这是继阿尔巴斯绒山羊养殖端碳足
迹研究之后，我区在毛绒产业开展的又一
项碳足迹研究项目。

乌审旗作为鄂尔多斯市细毛羊核心
产区，年产优质细羊毛4400余吨，是全国
县域规模最大、品质最佳的优质细毛羊产
业基地。

为落实国家“双碳”目标和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重大战略，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
中心牵头组建了包含省内外相关科研院
所、行业协会等 9家单位在内的内蒙古毛
绒产业碳中和研究院，开展自治区毛绒产
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测算与评价研究。
养殖端选择阿拉善、鄂尔多斯、巴彦淖尔
和赤峰等地区，按照草地类型和饲养方式
分别进行碳排放测算，对前端草场二氧化
碳吸纳转化能力进行测试，且长期动态监
测。根据碳排放的数据，不仅能够指导养
殖环节低碳管理，同时还能支持后道加工
企业原料追溯。

此外，生产加工端也同样选择了行业
头部企业和以出口为主的企业中 1-2种
主导产品，进行碳足迹测算。

据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任王
莉介绍，毛绒产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测算
与评价研究，是提高区域品牌核心竞争力
和环保价值的重要抓手，可促进农业投入
品减量化、产值增量化，对于推动我区毛
绒品牌走向生态化、高端化，推进毛绒产
业绿色优质高效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羊群也测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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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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