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回溯到两年多前的春天。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
来自内蒙古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
向总书记汇报了河套灌区发展现代
农业的情况。

“总书记说，有机会一定到河套
灌区看一看，看看灌区老百姓的生
活，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咱们老百姓，
我们感觉到特别温暖。”总书记的惦
念令代表们深受感动，也令河套人
民倍感振奋。

那年春天，在内蒙古河套灌区的
一个小村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干
召庙镇永丰村，村民们通过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节目向总书记发出了邀请：

“我们诚挚地邀请总书记来做客，看看
我们的大棚，看看我们的好日子。”

“没想到总书记真的来了！”
看到总书记6月5日至6日在内

蒙古巴彦淖尔考察的新闻，永丰村的
村民们感到非常激动、特别开心。

浓浓牵挂，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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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在乌梁素海景区入口
处的展板上，15 个大字格外醒
目。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期间，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扎
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这也是乌梁素海
一以贯之的综合治理理念。

在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黄
与绿的交锋、人与沙的拉锯未曾
间断。

6月 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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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把国
营新华林场建设成为全国防沙治
沙示范林场。

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河
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北
斗导航系统、灌溉水量调度系统
等科技手段的应用，持续为现代
高效农业的发展插上“智慧翅
膀”。

在永丰村的万亩辣椒示范园
区，村民们正忙碌着种植辣椒，期
待着新的丰年。这些辣椒苗来自
黄河流域西北地区种质基因库和
现代产业园自主选育的“天赋红
一号”和“天赋红二号”新品种。
巴彦淖尔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辣
椒产业，引导农民由零散种植向
大面积种植发展，助力老百姓增
收致富。

双向奔赴、心心相连，村民们
想对总书记说：“请总书记放心，
我们一定会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红红火火！”

这是永丰村村民的心声，这
是河套人民的心声，这是内蒙古
各族人民的心声。

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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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荒芜沙地到林草葱郁，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的 3.9 万亩
人工绿海，源自三代人的接力奋斗。

6月 6日上午，总书记来到临河区
国营新华林场，了解“三北”防护林体
系工程建设情况。他听取内蒙古“三
北”工程建设和林场治沙造林情况介
绍，并实地察看正在治理的沙地。

“走进林场深处，望着扎根沙地的
草木，我向总书记详细介绍了杨柴、紫
穗槐、杨树、柳树等树种的生活习性。
总书记上前轻轻地摸了摸紫穗槐的花
穗和杨柴的枝条。”巴彦淖尔市委常
委、临河区委书记赵峻岭回忆。

赵峻岭说：“总书记特别关注节水抗
旱防沙的树种，特别关心林场职工的生产
生活情况。总书记勉励我们，林场的工作
很辛苦，也很有成效，要继续做好。”

1960年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刚建场
时，环境恶劣，到处都是沙滩、荒滩、碱滩、
草滩。自 1978年起，该林场大力治理耕
地盐碱化造成的土地沙化问题。目前，林
场土地面积 5.2万亩，沙地面积由上世纪
60年代的 2.15万亩缩小到0.5万亩，累计
植树 430万株。林场及周边乡镇大量的
荒滩碱地被改造成了林地、耕地，土地沙
化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对内蒙古的生态问题，总书记十分
关心；对内蒙古的一草一木，总书记充满
感情。

2019年 7月，在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
山林场考察时，总书记顶着烈日，沿着崎
岖的护林小道走进林区，察看林木长势，
同正在劳作的护林员们交流。他勉励大
家：“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守好这方碧绿、这片蔚蓝、这份纯净，要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世世
代代干下去，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嘱托言犹在耳，关怀温暖在心。
时隔不到 4年，再次走入内蒙古

的林场，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
“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
防沙治沙。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
程，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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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
治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
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对得起我们的
祖先和后代。”

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是内蒙古治
沙造林的一个生动缩影。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
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重点工程
的大力实施下，内蒙古累计营造林1.22亿
亩、种草2.86亿亩，年均防沙治沙1200万
亩以上，规模均居全国第一，全区草原植
被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双提高”，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2022 年，内蒙
古完成造林 474万亩，居全国前列；完成
种草1716万亩、防沙治沙750万亩，均居
全国第一。

6月 6日下午，在巴彦淖尔市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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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总书记强调，
2021－2030 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
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
键期，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
攻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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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将勇担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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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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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月，内蒙古河套灌区90多
万亩小麦陆续抽穗拔节，进入关键生
长期。再过一段时间，这片希望的田
野将泛起丰收的金黄。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河套灌区现
代农业的发展。在2019年召开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他
强调：“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
要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看完“湖”，去看“田”。6月5日下
午，离开乌梁素海后，总书记来到位于
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察看土壤、种子样品等展示，对当地开
展盐碱沙荒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
推动科学灌溉，推广现代农业表示肯定。

走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小麦套
种辣椒示范田，总书记仔细察看小麦、辣
椒长势，向现场农技人员询问高标准农田
建设情况。

回忆起与总书记面对面交流的场景，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推广研究员刘俊记忆犹新：“总书记对
农业很关注、很了解，他详细询问了小麦亩产
多少，辣椒的市场如何，小麦套种辣椒收益能
达到多少，与大家细算起增收账。”

“我向总书记汇报，我们应用了北斗导
航自动耕种、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小麦套种
辣椒的种植模式每亩能增收2000元，收益
能达到3300元。”刘俊表示，“总书记听后
特别高兴，他对土地、对农民非常关心。”

总书记为示范园区的发展指明方向：
“示范园区要在推广现代农业方面真正发
挥作用，不断探索，找到适宜这里的品种、
技术和耕种方式，成本要降下去、效益要提
上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河套地
区条件得天独厚，虽然不缺水，但也要节约
水资源，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

业，不能搞大水漫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被誉为“塞

外粮仓”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个特大
型灌区之一，现已形成完整的 7级灌
排体系。全长230公里的总干渠为引
黄输水大动脉，纵横交错的灌排渠道
如一条条金色绸带，指引着黄河水润
泽河套大地。

6月 6日上午，总书记来到河套灌
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结合沙
盘、屏幕，听取当地利用信息化手段，提
升河套灌区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水资
源绿色高效利用等情况介绍。

“河套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业，花
了很大功夫，也很值得。”总书记感慨。
放眼未来的建设，他叮嘱大家：“要继续

完善提升，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同时要
量入为出，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尽可能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把高标准农田建
设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号工程”，
2019-2022年全市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 232.19万亩，2023年建设面积 93万
亩。2023年入选国家首批整区域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名单。

巴彦淖尔市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与高
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绿色标准化生
产基地建设相结合，一体推进生态保护、粮
食安全、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
实现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
旱能灌、涝能排、盐渍降、土肥沃”。

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奋进力量，内蒙古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以“降水耗”为
目标，以完善体制机制为抓手，加快解决河
套灌区大水漫灌问题，尽快见真章。牢牢端
稳“中国饭碗”，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大政治责任，努力把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得量大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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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不停地与大家分
享见到总书记时的一幕幕场景，嗓
子都讲哑了！”

6月 9日下午，在天蓝水碧、水
鸟翔集的乌梁素海岸边，乌梁素海
实业公司海区管理大队队长刘文
斌再次回想起 4天前那个难忘的
下午，依然心潮澎湃。那天，在这
里开了 20年船的他，迎来了一生
中最重要的“乘客”——习近平总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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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两会期
间，总书记强调。6月 5日下午，习

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的第一站
就来到了他始终惦念于心的这片“海”。

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乌梁素海，是
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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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期间，总书记登上了我所开的船，
当船行驶到湖心位置时，他走出船舱来到二
楼平台驻足察看。当时，我的手稳稳握住方
向盘，眼睛紧紧盯着航道，心里既紧张又激
动。”刘文斌回忆。

“临下船时，总书记主动与我打招呼。我
告诉总书记，我是个‘渔二代’，为了保护生态环
境，如今我和许多曾经的渔民已经转行从事起旅
游等行业。”刘文斌介绍，“总书记非常关心我
们渔民的生活，得知渔民们有了新的岗位，生
活越来越好时，他欣慰地说：‘很好’。”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乌梁素海出现自然
补给水量减少、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污染、生
态功能退化等现象。近年来，通过全流域、全
要素综合治理，流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湖区
水质由劣V类提高到整体V类、局部Ⅳ类，生
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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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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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看了乌梁素海自然风貌和周边生态环境，
总书记提出了期待和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对“一湖两海”治理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018年3月5日，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快
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

6月 8日上午，总书记在呼和浩特听取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又一次强调，“加快呼伦湖、乌梁素
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

言之谆谆，期待殷殷。
近年来，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

合治理工作，把做好“一湖两海”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从“治湖泊”转向

“治流域”，“一湖两海”水质指标总体向好。
2022年，内蒙古加大生态治理和补水力度，为
区内“一湖两海”及生态脆弱区累计实施生态
补水 19.5 亿立方米，重点湖泊水域面积维持
在合理区间，水质持续改善。

“我是从广州飞过来的，乌梁素海好漂亮
哦！令我心情大好！”

“我们是从北京自驾过来的，这里风景真
不错，必须推荐朋友和亲戚们都来看看。”

……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游客沿着

总书记的足迹到乌梁素海“打卡”，感受这颗
“塞外明珠”的魅力与风采。

望着风景如画、游人如织的乌梁素海，刘
文斌表示：“我从小在这长大，见证了乌梁素
海从污染到治理的全过程。我们一定不辜负
总书记的嘱托，世世代代保护好这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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