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塔娜

赤峰，浑善达克、科尔沁两大沙地从这里穿
境而过，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市总土地面积近1/3，
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

初夏时节，微风轻拂，驱车行驶在刚刚贯通不
久的穿沙公路“阿浩线”上，新铺就的黑色路面、稻
草方格锁住的沙丘一一从眼前闪过，公路两旁茁
壮成长的松树随风摇曳，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是翁牛特旗实施“以路治沙”工程以来的
第 13条穿沙公路，总长度 15.1公里，连接着阿
什罕苏木与浩日沁塔拉。

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治沙的创举。通过
多年实践，该旗探索出一套“开通穿沙公路、进
行切割治理”的治理沙地模式，先后开通了响道
线、图哈线等13条穿沙公路。网格化的穿沙公
路，把沙区切割成了若干个治沙单元，人流、物
流通过公路进入沙地深处，绿色则由公路两侧
向外扩展。

“让荒山披绿，沙漠成金，只是生态文明万
里长征的一个开始。”翁牛特旗林草局陈宗涛局
长表示，将继续通过“以路治沙”“引水入沙”等
多种模式综合开展治沙工程，科学组织规划，把
翁牛特旗打造成全国防沙治沙科尔沁沙地综合
治理示范区。

见微知著，没有翁牛特旗治沙的创举，就没
有赤峰防沙治沙的好成绩。

长期以来，赤峰市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
坚持“生态立市”理念不动摇，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不懈地开展防沙治沙工
作，从“三北”防护林建设到退耕还林再到京津
风沙源治理，每批生态建设重点工程，赤峰都有

创新的实践。
“以路治沙”综合治理、沙化退化农田草牧

场防护林营造、两行一带造林、流动沙地沙障治
理、丘陵山地综合治理等一批技术模式，大大提
高了赤峰市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

“十三五”以来，赤峰市完成营造林面积
792.61万亩、人工种草面积1446.27万亩，落实
草原禁牧面积 2753.65 万亩，实施草畜平衡面
积2753.65万亩，划定基本草原面积3203.26万
亩，落实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5157.63万亩。

在生态建设的新阶段，赤峰市践行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以保护优先、自然修复
为主，做到节水优先、量水而行、因水施策，转变
农牧业生产方式，持续加大防沙治沙工作力度，
生态环境建设效益日益显现。

目前，赤峰市森林面积由 600万亩扩大到
4547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5%提高到 35.78%，
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66万亩，八百里瀚海变成

“塞上绿洲”，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绿进沙
退”的历史性转变。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公
布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保留名单的通
知》，赤峰市成功保留了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
范区的美誉。这是赤峰市继全国生态建设先
进市、全国治沙标兵市、“国家森林城市”“中
国天鹅之乡”等荣誉后获得的又一新的国家
级名片。

逐绿而行，久久为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赤峰市全力推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思路愈加清晰，森林城市、森林城镇、绿色村庄创
建工作蓬勃开展，植绿、护绿意识深入人心，一幅
秀美的生态文明长卷正在赤峰大地徐徐展开。

推动“以路治沙”“引水入沙”等多模式治理

赤峰八百里瀚海变成“塞上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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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彦淖尔 6 月 10 日电 （见习记者
薄金凤）6 月 8 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
华林场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
中心（以下简称“沙林中心”）签订联合共建
治沙示范林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加强
荒漠化综合防治，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

根据协议，沙林中心将为国营新华林场提

供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全领域的科技支撑
服务，把国营新华林场建设成为全国防沙治沙
示范林场；沙林中心将对国营新华林场全域植
物、动物、微生物、土壤、水文等开展本底详
查，建立本底资源数据库，为林场防沙治沙实
训科普基地建设奠定基础；支持在国营新华
林场建设沙旱生植物园及其标识牌等配套设
施，建立沙旱生、耐盐碱优良种苗研究、繁育、推

广、销售集散基地；支持国营新华林场防护林资
源的更新改造、提质增效和提档升级，建立并完
善防护林节水灌溉及相应的配套措施；聚焦国
营新华林场盐碱地区域，通过生物、物理和化学
等综合措施，使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把

“不毛之地”改造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
地。同时，建设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的新华
红色教育基地。

国营新华林场与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全面合作

创 建 全 国 防 沙 治 沙 示 范 林 场

□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7日在内蒙古调研
边境管控和边防部队建设情况，听取北
部战区、陆军、驻内蒙古边防旅、内蒙古

军区有关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
全军部队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认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开创新时
代边防工作新局面一系列带根本性、全
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必将激励广
大官兵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为党和人
民守好边、固好防，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北部战区党委专题召开常委会认

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
内涵要义，研究贯彻落实具体措施，表
示要牢记习主席关心厚爱和殷切嘱托，
从历史经纬中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
维、底线思维， ■下转第3版

坚决听从号令 努力锻造卫国戍边钢铁长城
——习近平主席在内蒙古调研边境管控和边防

部队建设情况时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 6月 9 日讯 (记者 马芳）6 月 9
日，由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文
联联合组织创作推出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小
戏、小品、曲艺作品展演在内蒙古广播电视
台举行。

“种好粮，养好羊，建设能源基地，建成绿
色屏障，搞好民族团结，守好祖国边疆，总而言
之一句话，就是要想生活大变样紧紧跟上党中
央。”话剧小品《学报告》通过讲述文艺队队长
及妻子向社区主任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故
事，以接地气的艺术表达方式，鲜活呈现了党
的二十大精神走进社区、走入百姓心里的生动
实践，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展演的9部作品涵盖小戏、小品、歌舞、朗
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快板《启航新

征程》、话剧小品《学报告》、小戏《凤归向阳
湾》、好来宝《中国式现代化》、话剧小品《好日
子是干出来的》、呱嘴《老网红点赞新时代》等
作品，结合老百姓身边发生的鲜活事例，以接
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艺术形式阐述了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深刻内涵，展现了我区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
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表达了内蒙古广大
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以及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壮志豪情。
此次展演作品是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

委、自治区文联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
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持续推动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将理论学习成果
转化成文艺形式的创新表达。下一步，展演节
目还将进行网络展播，以文艺的方式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递到基层，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主题教育小戏小品曲艺作品展演举行

“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
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
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上取得更大成就。”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
的‘国之大者’。”连日来，全区各族儿女沐浴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中，内蒙古大地处处涌动着感恩奋进
的热潮，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大家纷纷表示，要勇担使命、不负嘱托，大力弘扬蒙
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在内蒙古广袤大地上书写生态
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把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
筑得牢不可破。

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勇前行

“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
向奋勇前行！”总书记的讲话，令蒙草草原生态系统研究
院院长陈翔激动无比。

犹记得2014年 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蒙草，
在一张张图片、一瓶瓶种子、一盆盆鲜草前，详细了解企
业发展草产业、参与干旱地区生态恢复和生态环境建设
情况。9年来，蒙草集团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
行，收集乡土植物种质资源2200种，推广应用乡土植物
200余种，创制多功能多品类“生态种子包”，将乡土种
业体系科研成果应用于生态修复实践，累计修复草原、
荒漠、矿山、废弃地等国土面积近3000万亩。

“如今，总书记再次来到内蒙古，关心和牵挂的还是
内蒙古的生态。我们蒙草人要始终牢记嘱托，努力做好
种业，筛选繁育耐旱、耐风沙、抗逆性强的荒漠植物，把
更多的乡土草种驯化、培育、应用到荒漠化防治等生态
修复中，为防治荒漠化提供‘小草’智慧。”陈翔说。

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乌兰哈
少嘎查，一片绿葱葱的原生树种经济林映入眼帘，让人
心旷神怡。“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真的来到了巴彦淖尔，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正在修剪果树
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任二换激动地说。

十几年来，任二换一直在乌兰哈少嘎查的砂石滩上
坚持绿化造林，探索出一条栽植蒙古扁桃、酸枣、沙冬青
等原生树种经济林防沙治沙之路，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双赢。“今后，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引领，扎根大漠戈壁，发挥好林草乡土专家的技术优
势和经验优势，帮助和指导更多乡亲通过发展原生树种
经济林参与到防沙治沙事业中，走出一条‘林绿民富’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青、水秀、空气
新的美丽家园。”任二换说。

夏日的阿日昆都楞草原一碧万顷，壮美辽阔。作为
通辽市北部的生态安全屏障，科尔沁的重要水源涵养
地，阿日昆都楞草原经历了从生态退化到“人退草进”的
巨大变化，是扎鲁特旗实施“生态立旗”发展战略的生动
实践。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鼓舞人心，是我们今后开
展工作的行动纲领。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
实加强我镇218万亩天然草场保护管理工作，全面实施天然草原收缩转移、退耕还林、舍饲禁牧等
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及修复工程，减轻天然草原压力，让‘绿色家底’越来越殷实，为筑牢北疆绿色
长城作出新的贡献。”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镇镇长阿古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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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黄河“几字弯”，九曲黄河中，苍劲有力的一
笔。

乘飞机从北京前往内蒙古巴彦淖尔，自东
向西，航线大致沿着阴山山脉的走向。进入巴
彦淖尔上空，透过舷窗，看到这样的景象：

逶迤而来的黄河，遇阴山山脉转向东流。
阴山高耸，如同巨大的屏风，黄河蜿蜒，就像一
条巨龙。屏风拱卫之下，黄河北岸，巨龙脊背之
上，正是举世闻名的河套平原。

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横亘绵延，一望无
际。一抹抹醒目的绿，或连点成线，或连片成
林，与漫漫黄沙交织着、较量着……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里书写下壮美
的诗篇。

6月 5日，正是世界环境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巴彦淖尔。“沙”，是此行的主题。

记得两年多前，全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现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
要加一个‘沙’字”，总书记娓娓道来，听者耳目
一新。

这次来，总书记主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座谈会。在总书记心中，这个会“具有
标志性意义”。

为了开好这次会，总书记把湖、田、林、沙、
水都看齐了：

先去乌梁素海，看湖；再到乌梁素海南岸的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看田；走进临河区国营新华
林场，看林和沙；前往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
中心，看水和渠。

还没到乌梁素海边，就听到了此起彼伏的
鸟鸣声。蓝天映衬碧水，宽阔的湖面上，芦苇摇
曳，飞鸟翔集。

这颗“塞外明珠”，一度因污染蒙尘。总书
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展板前，当地负责同志报告：最初“就水治
水”，迟迟不见效。遵循总书记综合治理、系统
治理的理念，深刻认识到问题表现在湖里、根子
在岸上，治沙造林、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等多管齐下，成效明显。

乌梁素海边，当地人把“山水林田湖草沙是
生命共同体”印在标牌上，也印刻在心间。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水林田湖”，加“草”，

又加“沙”。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系统

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 257.37万平方公里，约占
国土总面积的26.81%，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

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防沙治沙任务
不可谓不艰巨。

也正因如此，东西绵延 4400多公里的“三
北”工程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生态治理
的国际典范”。

一走进新华林场，就会感受到人和时间的

力量。
杨树、柳树、苦豆子、紫穗槐、杨柴……一众乔

木灌木，顽强地向贫瘠的土地扎根，坚韧地向上
生长。

深一脚浅一脚，总书记走进正在治理的沙
地，久久端详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栽种的树，
颇为感慨：“像‘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重
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
成。”

望向一排屹立在沙丘上的杨树，当地干部
说，看得见的是傲然挺拔的杨树，看不见的是年
年反复补种，直到成林后，宛如一道水闸，牢牢
把沙漠固定住。这，是治沙人的韧劲。

走向一丛稠密的杨树，熟悉林草的专家说，
为了提高成活率，当年植树用的是扦插法，治沙
人把整捆的树苗插在沙子里，密密麻麻长在一
起，就像一堵绿墙。这，是治沙人的狠劲。

林场里的老职工说，过去人工种树很辛苦，
白天黑夜地在沙地里弯着腰挖坑、栽树、浇水，

“种一棵树要磕三个头”。这，是治沙人的干劲。
“三北”工程背后，是多少感天动地的英雄

故事。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到了“三北精神”，

并深情讲起他见过的那些用一辈子去坚守的治
沙人：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甘肃八步沙林场

“六老汉”，塞罕坝林场望海楼的护林员夫妇……
正是无数平凡的他们，以尺寸之功积累千

秋之利，创造了世界上最大人工造林面积的绿
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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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总书记感悟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自治区农牧厅

走田间入农户 细处谋实里做
（二版）

非
遗
集
市
开
市
啦

6 月 10 日 ，内 蒙
古非遗集市主场活动
在呼和浩特市大召历
史文化广场和塞上老
街举行。当日是“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
活动将持续到 6 月 19
日 ，期 间 有“ 非 遗 之
夜”展演、非遗集市、
非遗舞台展示展演等
多项精彩活动。
本报记者 庄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