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对乌梁素海的治理始终牵挂
于心，巴彦淖尔市委书记贺伟华当天向总
书记汇报了乌梁素海治理和保护的有关
情况。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在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化理念下，科学精准依法治理，
坚持点源、面源、内源统筹治理，生产、生
活、生态一起抓，乌梁素海的水质总体达
到Ⅴ类，局部提高到Ⅳ类，“十四五”时期
力争总体达到Ⅳ类。

总书记非常关心渔民的生产生活，仔
细询问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

为了促进湖区生态自然修复，近年
来，乌梁素海实施了渔民上岸工程，实现
退渔还湖，这是统筹推进乌梁素海治理和
保护的创新之举。

总书记考察乌梁素海时，为总书记驾
船的是来自乌梁素海实业公司海区管理
大队的队长刘文斌，作为“渔二代”的他，
不打鱼后加入了护海队，护鱼、护鸟、护环
境是他的日常工作。

回忆总书记来时的情景，刘文斌难掩
激动之情。“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渔民现
在的生活，得知渔民们有了新的岗位，生
活越来越好时，欣慰地说‘很好’。”

同样是渔民出身的何爱英 3年前开
始从事特色种植业，“湖区的芦苇打碎后
做成菌棒，培育的木耳口感筋道，销量非
常好。”何爱英的木耳产业做得红红火
火，目前已经发展到 4个木耳大棚，年收
入可观。

刘文斌、何爱英是渔民上岸工程受益

者。曾经靠水吃水的渔民们，如今有了新
岗位，收入更多了，日子更好了，他们用勤
劳的双手创造着幸福生活。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委书记苏亚
拉图说：“旗里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
合理利用乌梁素海资源，培育发展菌类种
植业，建设了 15万立方米的芦苇刨花板
生产项目，上马了鱼类食品加工厂。文
旅、康养等产业也在全面破题。”

乌梁素海的治理方向是明确的，“我
们要牢记总书记‘乌梁素海要用心治理、
精心呵护，一以贯之、久久为功’的殷殷
嘱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让乌梁素海这颗‘塞外
明珠’变得更加河清海晏、靓丽多姿。”贺
伟华说。

用心治理、精心呵护，让总书记牵挂的这片“海”越来越美

初夏的乌梁素海，波光潋滟，水鸟
蹁跹。

6月5日，第50个世界环境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境内的乌梁素海，了解当地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察看乌梁
素海自然风貌和周边生态环境。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治理好乌梁素海流域，对
于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乌梁素海治理和保护的方向
是明确的，要用心治理、精心呵护，一以
贯之、久久为功，守护好这颗“塞外明
珠”，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青、水秀、
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在乌梁素海景区入口处，“山水林
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标语十
分醒目。从保护一个湖到保护一个生
态系统，乌梁素海综合治理深刻揭示了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
是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迈出的
重要一步。

“在展板前，我向总书记汇报了乌
梁素海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
复综合治理的思路，总书记问得很细，
包括巴彦淖尔市的地形、乌梁素海上游
如何治沙等，可以感受到总书记对乌梁

素海的生态保护十分关心。”贺伟华说。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努力，久久为

功，努力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让
乌 梁 素 海 这 颗‘ 塞 外 明 珠 ’越 来 越 美
丽。”在乌梁素海考察即将结束之际，包
巍向总书记表态。

美丽的蓝图已经绘就，包巍说，我
们 要 在“ 十 四 五 ”末 完 成 各 项 既 定 目
标 和 指 标 ，继 续 实 施 渔 民 上 岸 工 程 ，
通 过 生 态 调 控 构 建 相 对 完 整 的 生 物
链 ，定 向 投 放 特 定 品 种 数 量 的 鱼 类 ，
进 行 监 测 ，实 现 鱼 、草 、藻 的 相 对 平

衡，为今后乌梁素海的长期治理提供
基础条件。

总书记来到乌梁素海考察，让当地
干部群众沸腾了，也让大家干劲更足
了。内蒙古乌梁素海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马海明激动地说：“看了总
书记来乌梁素海考察的新闻,我感到万
分激动。总书记强调，要用心治理、精
心呵护，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守护好
这颗‘塞外明珠’。我们要更加热爱这
个地方，保护这个地方，让它变得越来
越美。”

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青、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总书记考察乌梁素海时，驾驶船只
的姜德全说：“见到总书记，我的心情
无比激动，总书记这么重视乌梁素海，
作为乌梁素海的一分子，我们一定要
把乌梁素海保护好，给子孙后代留下
绿水青山。”

姜德全是土生土长的乌梁素海人，
对于这片“海”有着独家记忆。他说：

“小时候我们吃的是‘海水炖大鱼’，渴
了就舀湖里的水喝，后来因种种原因水
质变差了，通过这几年的治理，水又变
清亮了。”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城镇化、工业
化的飞速发展等原因，乌梁素海受到污
染，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态功能退
化，有黄河“自然之肾”之称的乌梁素海
一度成为“生态之患”。

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乌
梁素海的保护和治理问题，深深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全国两会期间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曾三次谈
及乌梁素海。

如何让这颗蒙尘的明珠重新熠熠生
辉？内蒙古必须答好这张生态保护卷。

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主任包巍陪
同了总书记考察，他告诉记者，乌梁素海
的统筹治理从 2018年开始，按照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理念，从“治湖泊”
向“治流域”转变，由“单要素”生态修复
向“多要素”生态修复转变。从 2018 年
起，每年利用黄河凌汛期和灌溉间歇期，
对乌梁素海进行生态补水，补水量在 3
亿立方米以上，目前湖区面积稳定在
293 平方公里；在乌梁素海的上游乌兰
布和沙漠开始大规模防沙治沙；在河套
灌区开展“四控两化”，即控水、控药、控
膜、控肥，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秸秆资
源化利用；在城镇和工业园区治理方面，
建好污水治理厂，对已有的污水治理厂
提标改造，提高中水回用率；在乌梁素海

4个入水口，建设大小不等的人工湿地，
水质进行自然改善后进入乌梁素海；湖
区开展水道疏浚工程，将芦苇繁茂的地
方开出水道，改善水动力，让水流动起
来；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和中国环境
科学院联合实施了湖底淤泥修复工程，
大面积清除湖底淤泥。

“我们在湖边栈道的两侧张贴了许
多鸟类照片，总书记走上栈道后对此很
感兴趣，不时询问，尤其看到不远处有两
只水鸟后，总书记便询问我这是什么鸟，
我回答是凤头鸊鷉。”包巍说。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今天，漫
步在乌梁素海岸边，天空百鸟翔集，湖上
芦苇苍翠，一度不再飞来的疣鼻天鹅也
重新徜徉在湖中。目前，有鸟类 260 多
种，600多万只在乌梁素海繁衍栖息，乌
梁素海再次成为候鸟的天堂。

“塞外明珠”乌梁素海重新焕发了
光彩。

湖内的问题，湖外下功夫，全要素治理让“塞外明珠”重焕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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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在乌梁素海自由翱翔。

初夏的乌梁素海波光潋滟、水鸟蹁跹。

晚霞映衬下的乌梁素海美不胜收。
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

的乌梁素海，面积 293 平方
公里，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
泊湿地，被称作黄河生态安
全的“自然之肾”，承担着黄
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
凌防汛等重要功能，是我国
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
是控制京津风沙源的天然
生态屏障。

乌拉特前旗
乌梁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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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三次
对乌梁素海作出指示批示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
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加快呼伦
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

2019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
要抓好内蒙古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的
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表
示：“乌梁素海我作过多次批示。现在看
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还要久久为功。”

乌梁素海名片

乌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生长红柳的
地方，是黄河改道形成的河迹湖 ，也是
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区极为少见的大型
草原湖泊，目前湖区总面积 293平方公
里。乌梁素海是候鸟的天堂，目前有鸟
类260多种、600多万只在此栖息繁衍。

在乌梁素海西部是浩瀚的乌兰布
和沙漠，南部是奔流的黄河，东部是葱
郁的乌拉山国家森林公园，北部是连
绵的阴山山脉和辽阔的乌拉特草原，
中部是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这些组
成了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共融共生的
生命共同体。

总 书 记 牵 挂 着 这 片总 书 记 牵 挂 着 这 片““ 海海 ””
——习近平总书记在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考察回访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考察回访记

乌梁素海呈乌梁素海呈““半月形半月形””，，素有素有““塞外明珠塞外明珠””美誉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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