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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立足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针对上中下游不同地形地貌、禀赋条件和国土空间功能
定位，因地制宜，分区治理，“十大孔兑”综合治理度由18.3%提高至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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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新风】

【纵览】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鄂尔多斯高原的盛夏，绿草清
新，花朵芬芳。从高空俯瞰，达拉特
旗境内，河流穿梭，绿满乾坤。

树林召镇以西约50公里处，是西
柳沟一级支流马利昌汉沟小流域综合
治理项目区。西柳沟曾经是山洪灾害
最大的一条孔兑。如今，这里沟壑纵
横，坡面上是一个个排列有序的“鱼鳞
坑”，沟底则是一个个“柳谷坊”。

“‘鱼鳞坑’与‘柳谷坊’是多年来
在水土保持治理中总结出的典型做
法，作用不可小觑。”达拉特旗水利局
水保室干部杨玉清说。

鱼鳞坑是一种水土保持造林整
地方法，在较陡的梁峁坡面和支离破
碎的沟坡上沿等高线自上而下的挖
半月型坑，呈品字形排列，形如鱼鳞，
有一定蓄水能力，在坑内栽树，可保
土保水保肥；柳谷坊是从沟头到沟
尾，挖坑打桩，编织柳条，用铅丝将柳
条与木桩固定在一起，形成长长的网
格，再在网格中铺满大小不一的石
块，便于实现层层设防、节节拦蓄，减
缓水流流速。真正实现水不下山、泥
不出沟，同时又涵养水源，让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
马利昌汉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只

是黄河达拉特旗段生态保护治理的
一个缩影。从地图上看，达拉特旗地
势南高北低，黄河过境190公里，“十
大孔兑”由南向北纵贯全旗。

“十大孔兑”为10条季节性山洪
沟，均为黄河一级支流。纵贯库布其
沙漠，直通黄河，多年平均向黄河输
沙总量达 2711 万吨，造成该段黄河
河床逐年抬高形成悬河，凌汛期河水
出岸时常发生，严重威胁黄河安澜及
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2019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成果，“十大孔兑”现有水土流失
面积 4004.27平方公里，依然是内蒙
古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
域，特别是突发性洪水造成的水土流
失、沟道重力侵蚀问题十分突出，是
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水利部和自治区水利厅分别将
“十大孔兑”综合治理项目列入国家
“十四五”水安全规划和自治区“十四
五规划”重点水利项目。

“‘十大孔兑’如10支泥沙箭，给
母亲河带来不少隐患。”鄂尔多斯市
水利局干部王晓星说，“为守护黄河
安澜，调节黄河水沙关系，‘十大孔

兑’治理势在必行”。
加强水土保持治理，控制黄河入

海泥沙量，减少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
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本之策。

达拉特旗立足特殊的自然地理
条件，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生态建设的理念,坚持“党委政府主
导、农牧民主体、国家项目带动、全社
会参与”的原则，针对上中下游不同
地区的地形地貌、禀赋条件和国土空
间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分区治理。

在上游孔兑丘陵沟壑区治理中，
采取“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坡退
耕种草披褂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
子、沟底筑坝淤地穿靴子”的生态综
合治理模式；在中游库布其沙漠治理
中，采取“南围、北堵、中切割”的治理
模式；在下游黄河冲积平原治理中，
按照“稳槽固滩”的治理模式推进。
多种模式齐抓共管,有效控制了局部
地区水土流失，减少入黄泥沙，改善
了生态环境。

如今，达拉特旗森林覆盖率和植
被 覆 盖 度 由 2001 年 的 10.2% 和
64.4% 上 升 至 现 在 的 28.9% 和
78.8%；累计完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面积 3860 平方公里，建成堤防 167
公里，“十大孔兑”综合治理度由原来

的18.3%提高至32.79%。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10年时间

继续实施分区治理方法。”达拉特旗
水利局副局长张云飞说。在上游丘
陵区，通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在砒
砂岩地区实施沙棘生态建设工程，大
力建设淤地坝，继续实施病险淤地坝
除险加固、改造提升现有淤地坝，兼
顾“梁、峁、沟、坡”系统治理，以减少
水土流失。在中游风沙区，在沙漠周
边地区实施防风固沙措施和封禁治
理，建设引洪放淤工程。在下游平原
区，新建堤防工程以进一步完善区域
防洪体系。并且在全流域推进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实行水资源消耗总
量和强度双控，将用水总量和地下水
用水量指标细化分解到生活、工业、
农牧业、生态等行业，开展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加大农业和工业节水力
度等。

“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大力减少水土流失，有效拦
截入黄泥沙，每年新增保土能力
11968万吨，增加蓄水能力约 20056
万立方米，水土保持率由 38.55%提
升至 70%以上。更好地守护黄河安
澜，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民富
的最终目标。”张云飞说。

近日，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红山区
分局现金奖励一名环境问题举报者，
获得广泛关注。

早在 2021 年底，我区就颁布实
施了《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以此鼓励
公众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监督中去，
形成“共管、共治、共赢”的生态环境
保护良好格局。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水
污染、大气污染，还是噪声污染、扬尘
污染，政府监管的“眼睛”有限，但是
绝大多数都逃不过群众的“法眼”。
同时，群众也是最好的监督员和裁判
官，各类生态环保问题有没有解决、
相关部门行动是否迅速、处理到什么
程度、有没有反复，群众感受最直接，
也最有发言权。

充分发动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生
态环境监督，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环境
污染问题，把专业监督、舆论监督与
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才能让生态
环境监督无死角、无盲区，催生出群
众全面参与环保的“涟漪效应”。

让环境监督“无盲区”
◎正文

【绿水青山】

本报 7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今年以
来，按照《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乌兰
察布市进一步强化地下水节约保护管
理，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逐步
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据悉，该市通过加大对各超采区治
理进展情况现场督导力度、完成化德县
水量置换工作、推进商都县水浇地压减
工作等途径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目前，化德县在超采区内压减灌溉面积
2200 亩，压减高耗水农作物种植面积
1.05万亩；商都县在超采区内退减水浇
地400亩，通过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压减
蔬菜等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2万多亩。

乌兰察布市持续推进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本报 7 月 19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林业碳汇作为最普遍和最有效的增
加碳汇的方式，在“双碳”工作中的地位
不断凸显。近日，巴彦淖尔市首个林业
碳汇开发项目在杭锦后旗落地签约。

该项目主要以杭锦后旗符合林业碳
汇项目条件的林地和林木资源为对象，
通过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
获取财政收入，反补生态系统修复、碳汇
造林等项目。发挥林草碳汇的良性循
环，把“碳库”转化为“钱库”，调动农民参
与种树种草和经济林建设的积极性，促
进农民增收，助力风沙源治理，实现林业
经营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杭锦后旗国有可进行碳汇
交易林地共计 12.75 万亩，固碳价值每
年约510万元，20年计入期内可实现固
碳价值约1.2亿元。

巴彦淖尔市首个林业
碳汇开发项目落地签约

本报7月 19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红山区分局对
一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进行了奖
励。这是自 2022 年 10月 28日赤峰市
生态环境局和赤峰市财政局联合发布
《赤峰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
施细则》（试行）以来，赤峰市首例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事项。

据悉，今年4月，红山区分局接到群
众举报，反映红山区帅达驾校院内有一
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厂无环评审批手续，
违规经营。经现场检查，举报人反映的
问题线索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红山
区分局对该加工厂立案查处，并依法实
施了行政处罚。该举报事项符合《赤峰
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
则》规定的举报奖励条件，红山区分局决
定给予举报人现金奖励。

赤峰市完成首例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本报 7 月 19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水平，督促检验检测机构诚信经营，近日，
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对辖区内2
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了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主要检查机构资质认定和
检验检测能力范围、仪器设备检定校准、
检测报告和原始记录等情况；重点抽查
环境空气与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水与
废水中重金属等监测报告；严厉打击篡
改、伪造监测检验数据和报告等弄虚作
假行为。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仪器设备标
识有误、质量控制存在瑕疵等一般性问
题，要求机构限期整改并将整改结果进
行反馈。

阿拉善盟对生态环境
监测机构展开监督检查

□本报记者 帅政

3 个月的治理，近百人的辛
劳，盛夏时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经棚镇白土井子村 2万亩黄沙呈
现出片片新绿。

“以前我家这240亩退化草场
全是黄沙，从来没想过在这儿能种
活树。”白土井子村民刘凤起说，

“现在种上了沙棘树，政府还给我
们配了专职护林员进行管护。别
看现在不起眼，再过两三年，这些
大果沙棘树到了盛果期，我这沙地
就变宝地了。”

白土井子村地处浑善达克沙
地腹地，常年干旱少雨，风沙肆
虐。漫天黄沙不仅威胁着当地村
民的生存，还向周边地区“输送”黄
沙，威胁着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

人进才能沙退，经棚镇凭借种

植大果沙棘树改善生态。据介绍，
大果沙棘树栽植后既可有效地保持
水土和改良土壤，又同时兼具着极
高的经济价值。盛果期后当地年可
采摘沙棘原果400万斤，年产值达
1800万元以上。在种植、生产加工
的基础上，经棚镇还与克什克腾旗
工业园区和沙棘生产销售企业对
接，计划推出沙棘籽油、沙棘冰酒、
沙棘护肤品等创新产品生产线，并
实行订单式销售，确保种植、销售、
生产一体化特色种植模式，实现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站在白土井子村的高岗上，放
眼望去，绿色在黄沙中不断绵延，
由点到面，连接成片。白土井子村
党总支书记方海东说：“它们的根
其实扎得很深，生命力很顽强，一
颗颗树苗就像我们这里的一个个
治沙人，扎根在这片荒漠中，坚守
自己的家园。”

沙棘树添新绿 由点到面连成片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每天不到林子里转一圈，心里
就不踏实。”自从当上林草长，兴安盟
突泉县学田乡利民村党支部书记、村
级林草长吴天宇每天早上 6点准时
上山，沿树林走上一个半小时。利民
村林地面积 1.33 万平方米，林木资
源管理、防火、植物保护等林地里的
事，无论大事小情吴天宇样样都挂在
心上。

“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
护、责有人担”，在林草长制的护航
下，突泉县的林更绿，山更青，风景更
动人。

自 2021 年 10 月突泉县正式推
行林草长制以来，目前全县共有县、
乡、村各级林草长 686名，重点对森
林、草原、湿地等资源加强监管和保
护，形成“权责明确、保护有力、监管

严格、运行高效”的森林草原保护和
发展机制。

与吴天宇一样，突泉县东风林场
护林员王艳军自从当上护林员，感觉
责任重了好多。他说：“清理烟头、杂
物，发现病虫害，救助受伤动物，每天
要做的事情多着呢。”

在突泉县，像吴天宇、王艳军这
样的护林员有 1300余名，他们守护
着一草一木，确保林草长制各项工作
有抓手、能落实。

“山有头，林有主，有问题找林
长”，成了突泉县在森林资源保护与
发展中形成的共识。通过大力推行
林草长制，当地林草生态建设扎实
推进，保护能力不断增强，产业发展
破题起步，绿色优势凸显。县域空气
优良天数长期保持在 97%以上，获
评“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老头
山自然保护区荣获“中国天然氧吧”
称号。

林草长护山林 大事小情挂在心

□见习记者 方圆

时过小暑，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骄
阳似火。在呼和温都尔镇乌兰哈哨嘎查，
酸枣树、沙冬青、旱榆、蒙古扁桃等人造林
生长得郁郁葱葱，置身其中，暑意顿消。

“这儿以前是一片荒地。”皮肤黝黑的
任二换指着一片林地说。在他的印象中，
这里每次刮风，都是漫天黄沙，“受够了风
沙的害，自己做小工程挣了点钱，就想着回
来种树。”从2012年至今，任二换自掏腰包
近300万元用于家乡植树。

最初，任二换是个典型的“门外汉”。
得知种树先得治沙，他加入了林业部门的
治沙工作队，从压沙障、围网围栏学起。

经过几年禁牧休牧、植树造林，当地生
态环境开始有了起色。这时，任二换又琢
磨，怎么把生态效益转变成经济效益？他的
目光落在了当地原生树种——酸枣树身上。

“酸枣树生态效益高，十分耐旱，挡住
了风沙，周边庄稼也好成活。并且酸枣的
经济价值很高，酸枣仁能入药，有安神助眠
的作用，酸枣果肉能健胃消食，还能提高人
的免疫力。”任二换说。

说干就干。2015年开始，任二换专心
种酸枣树，他成立合作社，流转周边农牧民
2000亩土地。平整道路、挖渠开沟、铺设管
道……尽管辛苦，但是想到成片的酸枣林，
他感到浑身都是劲儿。寻找野生树种、细
心育苗、耐心试种，任二换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成功不能一蹴而就。由于他在
酸枣树种植方面也是“门外汉”，连续2年，
种下的酸枣树苗成片枯死。“当时真的想放
弃，投了那么多钱，眼看就要打水漂，咬着
牙又坚持了一年。”

第3年，任二换请教了很多专家。结合
当地气候条件，在种植时避开了风沙期。
这一次，他种下的酸枣树苗基本都成活了！

“北京同仁堂来检测过我们的酸枣，没
有污染和有害物质残留，品质优于主要产
区。现在品质好的酸枣仁，每公斤价格
1800元，一亩能收入2万多元。”任二换高
兴地说。如今酸枣林已经有 1000多亩挂
果，秋天就能收获。

2023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
四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名单，任二换入选
其中。

“种酸枣树这件好事，我想带着大家一
起干。”谈到未来规划，任二换信心满满：

“接下来想联合周边农牧民，把规模逐步扩
大到两三万亩，我提供树苗、种植技术和管
理方法，乡亲们生活环境好了，收入也增
加，这才叫幸福生活。”

“门外汉”成乡土专家

森林防火战线最前沿森林防火战线最前沿———大兴安岭绰尔林区—大兴安岭绰尔林区 4242万多公顷生态功能区一角万多公顷生态功能区一角。。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内蒙古大兴安岭绰尔林区 42万多公
顷生态功能区，有这样一群人，每年的春季
到初冬，都要驻守在高高的瞭望塔上。

他们，就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防火
瞭望员。

大黑山瞭望站位于绰尔森工公司全胜
林场和塔尔气林场交界地带，海拔 1600.2

米，是内蒙古大兴安岭岭南较高的山峰。
站在大黑山25米高的瞭望塔上，能俯

瞰绰尔森工公司生态功能区面积的 95%。
这里是绰尔森工公司乃至周边林区森林防
火的重中之重。

这个瞭望站的4位瞭望员，精诚团结，
互相配合，长年坚守在大黑山上。多年来，
他们准确测报区域内多起雷击火、入境火
以及毗邻地区火情，为打早、打小、打了提
供了快速、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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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山上大黑山上 2525米高的米高的瞭望瞭望塔塔。。

绰尔森工公司大黑山瞭望站绰尔森工公司大黑山瞭望站。。

瞭望员于文鹏在观测瞭望员于文鹏在观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