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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草业科研创新投入，自2022年成立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之后，正在筹备的国
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已与全国34家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签订共建协议，通过研究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为
草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做强生态修复“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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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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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青草送香的7月，万物华实。
走进位于呼和浩特市大青山脚

下的草业技术创新中心，试种着 200
余种乡土植物的草种业中试馆引人
注目。“你看这个长势就很好，后期通
过样本数据比对，符合要求的，就可
大面积推广种植了。有的长势不理
想的品种，我们也会找出原因，再次
进行试种，直到成功。”指着面前一株
株长势喜人的中目10号紫花苜蓿，内
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明
玖教授向记者介绍。

其实这种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
的试种，已经有了成效。6月，3200
亩土左旗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的
头茬紫花苜蓿喜获丰收；7 月初，2
万亩蒙古冰草、羊草、苜蓿在乌拉特
中旗优质乡土草种繁育基地开始夏
播……

草种是生态修复的“芯片”。
建设大美草原，一定离不开优质

草种。
内蒙古草原是我国草原的主体

之一，也是草产品主要产区，具有坚
实的产业基础。经过多年的培育，全

区已经形成了“草业—奶业—乳业—
肉业”成熟的产业链。蒙草集团作为
内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的牵头
单位，目前在全国布局采种田、繁种
基地25万亩，围绕生态草、饲草、草坪
草、观赏草等产品进行研究，以此保
障生态修复、草畜产业有种可用、有
种适用。

近几年，我区高度重视草业科研
创新投入，2022 年 12 月，内蒙古草
种业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今年年初，
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政府均把
创建“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以下
简称“草创中心”）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通过加强源头创新和核心技术
攻关，最终实现“政产学研用”融合发
展。

在草业技术攻关区，内蒙古草种
业技术创新中心副秘书长刘亚玲说：

“我们利用基因编辑这项生物育种技
术，对紫花苜蓿进行了基因遗传的改
良，使植物表现出另一种性状。比如
我们创制了大叶型紫花苜蓿，与传统
的苜蓿相比，叶片更大更饱满、产量
更高。”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良性状后
的紫花苜蓿，被重新赋予了“新生
命”，它的背后离不开科技赋能。

目前，正在筹备的“草创中心”已
经与全国 34家草业领域科研优势突
出的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签订
共建协议，并初步构建了“一园区、三
平台、四中心、N基地”的建设布局。
通过研究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打造

“保育繁推”一体化，为草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与此同时，今年我
区投入1亿元科技专项资金支持其开
展优异基因评价与创制、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高效选育和制种等关键技术
攻关。

草业兴、草原兴，则生态兴。
对于“草创中心”的建设定位，内

蒙古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理事长王
召明心里一直有一本明白账：要重点
解决产学研不紧密、科技与产业“两
张皮”问题。中心定位于推动草种业
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促进重大基础
研究成果的产业化。中心以“研发”
作为产业，以“技术”作为产品，不直
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
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
之利，加快优质国产草品种培育和高
效转化，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
培育和发展提供专业化创新服务。

在王召明看来，内蒙古建设“草
创中心”，有 4个方面的基础优势，即

区位优势、顶层设计、产业布局、服务
体系。依托这些优势将有利于逐步
实现国家“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
自主可控”的目标。

一颗小小草种，不仅是生态修复的
希望，更是种源自主自强的希望。内蒙
古将充分发挥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的
平台纽带作用，进一步集成区内外研究
力量，组织好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培
育一批综合性状优良的当家品种，建设
一批高标准草种业示范基地。

7月 12日，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一行来到内蒙古草业技术创新中心
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表示，要共同解
决我区草种业、草业及草原生态保护
和建设中的瓶颈问题，将“草创中心”
作为打赢“三北”攻坚战和“三大战
役”的重要科技支撑力量，解决好草
在哪种、怎么种、谁来种的问题。从
草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优良草
品种育繁推一体化、草原生态修复治
理模式和关键技术建成推广、增强草
产业科技水平和建链能力等7个领域
14个方向全方位开展合作共建。积
极探索揭榜挂帅、创新联盟、委托研
发、链主企业引领等落实机制，与各
方面力量一起努力打造草业技术创
新国家队。

【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帅政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立足资
源禀赋，依托地形优势和光照条件，
借助光伏发电产业，建立“牧光互补”
新发展模式。不仅实现了光伏新能
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又推进了生态
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向草原生态良
性循环和现代化、绿色化、可持续发
展转变。

来到莫旗阿尔拉镇的50万千瓦
风光项目区，记者看到一排排宛如蓝
色海洋的光伏板下，牛羊穿梭其中，
悠然自得地吃着青草。结合当地牧
业需求，项目建设方将光伏支架增
高，光伏组件离地高度2.5米，满足植
被生长需要的同时，保障了牛羊放牧
空间。据介绍，让牛羊进入光伏电站

吃草，不仅减少了牧草生长过盛对光
伏发电的影响，也为园区消除了安全
隐患，可谓是发电、放牧两不误。

光伏电站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草场恢复生态。光伏板的铺
设不仅减小了风对植被的影响，与此
同时，清洗面板的水会下渗到草地
里，加上光伏本身的遮蔽性，水分蒸
发量下降，空气湿度增加，随着草地
涵水量大增，遏制了草场荒漠化的扩
大，实现了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光伏电站不仅带来生态的良性
循环，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致富新出
路。按照规定，当地居民不仅可以获
得每亩地每年85元的国家补贴，并网
发电后的经济收益也能为村集体带
来稳定收入。工程完成后，莫旗50万
千瓦时风光项目年发电量达13亿千
瓦时，按照2022年全国人均用电量统
计，每年可供138万余人用电。

“牧光互补”发展模式护生态富口袋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时令的指针停留在7月，东居延
海水天一色。湛蓝的天空缀着一朵
朵棉花团般的彩云，彩云之下，碧波
万顷。

近日，黑河本年度关键调度期
首次集中调度下泄水头顺利抵达
东居延海。这是自去年 8 月 28 日
以来东居延海再次进水，标志着本
次调度阶段性目标初步实现。这
也是自2001年以来连续22年第 42
次成功调度黑河水资源进入东居
延海。

据悉，今年黑河上游降水较少，
莺落峡断面来水较 2000 年以来同
期均值偏少12.8%。按照水利部《黑
河干流水量调度管理办法》及《黑河
干流 2022—2023 年度水量调度方

案》要求，为切实做好黑河流域关键
调度期水量调度工作，在水利部和
黑河流域管理局指导下，自治区水
利厅积极协调阿拉善盟水务局、额
济纳旗水务局自 7 月 5 日起，实施

“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措施。7 月
12日，抓住上游出现较大洪水的有
利时机，实施洪水调度，7月 19日，
水头到达东居延海。

本次调度进入额济纳绿洲水量
约 3.49 亿立方米，东居延海水面常
年保持在 35平方公里以上，对于保
持动植物多样性、遏制荒漠化扩
展、缓解旱情、维护额济纳绿洲生
态安全具有积极意义。当前阿拉
善盟正与黑河流域管理局配合开
展《东居延海淤积变化及趋势研
究》，以期掌握进水与淤积相关规
律，为科学、有效配置绿洲水量提
供基础支撑。

连续22年第42次黑河水调入东居延海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获悉，我区
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加快建立
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系统提升环
境监测现代化建设水平。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覆盖环境空气
质量、降水、降尘、沙尘天气和氟化物等各
类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392个，初步具
备颗粒物组分监测、光化学污染物等专项
监测能力；覆盖五大流域干支流、重点湖
库各类水环境监测断面或点位941个；涉
及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等监测范围
的土壤监测点1771个；布设全区生态状
况监测点位159个，生态质量地面监测覆
盖10个盟市，遥感监测覆盖12个盟市89
个旗县，可从区域、景观、生态系统和植物
群落等不同尺度掌握全区生态质量状况，
发布生态质量指数。

我区全力构建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新格局

本报 7月 26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遏制快递业过度包装和塑料污染
现象,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日前专门印发
了《内蒙古自治区邮政快递业过度包装
和塑料污染专项治理行动方案》，并在专
项整治宣传月期间，全区各地先后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治理行动。

包头市邮政管理局组织快递企业制
作抖音短视频情景剧，引导用户形成绿
色快递消费习惯，巧用绿邮循环箱回收
处置废弃快递包装，并现场演示“一字”

“十字”“艹字”的规范封装操作方式。巴
彦淖尔市邮政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深入
企业开展普法宣传，指导寄递企业遏制
商品过度包装、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引导
用户绿色用邮。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等
地相继在推动快递封装操作规范化、包
装循环化建设上开展了专项行动，共同
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打好“绿色”基础。

内蒙古专项整治快递业
过度包装和塑料污染

本报 7月 26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县两级林草部
门积极筹集资金，组织人力物力对各地
常发、突发的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开展防
治。截至7月 19日，共完成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 23.91 万亩，无公害防治率达
100%，防治成效达85%以上，取得了良
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林业有害生物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
火灾”，一旦发生就会导致林木营养不良
甚至大面积枯萎、死亡。因此，各级林草
部门非常重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通过悬
挂鸟巢、捆绑环保型胶带、放置各类诱捕
器、施放烟剂药剂等方式防治虫害的发
生。今年，当地市县两级林草部门共悬挂
鸟巢1800个，捆绑环保型胶带6000亩，
放置各类诱捕器1000余套，施放烟剂、药
剂11吨，为林业生态安全保驾护航。

乌兰察布市完成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23.91万亩

本报 7月 26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保障河
道行洪通畅，守住防洪安全底线，近日，
锡林郭勒盟完成 1089个遥感图斑复核
工作，成为首个通过自治区审核的盟
市。对于发现的6个问题已全部建立台
账，明确整改措施、完成时限。

自2022年开始，自治区分两批下发
锡林郭勒盟妨碍行洪疑似图斑1089个，
当地水利部门及时部署全盟河湖范围内
妨碍河道行洪卫星遥感图斑排查复核，
各地迅速展开全面排查。下一步，锡林
郭勒盟将进一步加强河湖监督执法，统
筹抓好全盟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
整治，扎实推进河湖长制工作有序开展。

锡 林 郭 勒 盟 完 成
1089个遥感图斑复核

内蒙古是全国治沙成效最显著的
省份之一。近 10 年来，我区防沙治沙
1.25 亿亩，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
续“双减少”、程度连续“双减轻”。

治沙离不开“滚石上山、久久为
功”的坚定信念，更离不开科学的方法
和技术的创新。在漫长的治沙岁月
里，我区坚持开展科技专项攻关，一系
列治沙技术模式和方法被提炼并广泛
推广。使用乡土树种草种，坚持宜乔
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乔、灌、草
组合，围栏封育、飞播、人工造林结合，
几大沙漠“锁边”治理，呈现出“绿带锁
黄龙”的壮丽景象。植树机器人、微创
水冲种植技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沙
漠植树效率。

科技创新是防沙治沙的利器。加
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研发，以科研
院所和技术推广单位为依托，开展联
合攻关；通过防沙治沙和生态建设工
程项目的实施，带动防沙治沙技术的
重大创新、集成和应用；利用现代技术
的精准识别、实时监测和基于大数据
的因害设防、精准施策，以科技助力防
沙治沙，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科技治沙筑屏障
◎正文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那时候爷爷和父亲治沙特别艰辛，
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一把铁锹，就是他
们所有的工具。然而，常常是一场沙尘暴
就会把树苗全部连根拔起。一遍遍栽种、
一遍遍补苗，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耳濡
目染间，治沙种树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回忆起爷爷和父亲的治沙经历，今年 56
岁的贾文义眼里满是坚毅。

贾文义是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
拉镇什拉召治沙站站长，他的爷爷、父亲
都是治沙工人。1985年，18岁的贾文义
接过父亲贾尚付的铁锹，担负起治沙使
命。三代人几十年的奋斗，让库布其沙漠
北部边缘12.8万亩黄土地披上了绿装。

夏木成荫之时，走进什拉召治沙站，
远远望去，青翠碧绿的垂柳、金叶榆、樟子
松等长势茂盛。贾文义头顶烈日在种植
区忙活，他一边开闸放水浇树，一边用铁
锹铲除周围的杂草。手里活儿刚停下，又
发现身旁的果树果实太多，时不时还给疏
理下几颗。治沙种树、巡查管护，这样的
生活贾文义已经持续近40年，对他来说，
这些绿意盎然的大树就是自己精心培育
的孩子，再苦再累都觉得值。

20世纪 50年代初，贾文义的爷爷从
准格尔旗骑着骆驼来到杭锦旗。“那时候
车、路、水井都没有，爷爷和 20多名工友
背着窝头、咸菜，起早贪黑在沙漠里栽树，
成为第一批治沙工人。”贾文义回忆道。

“之后，父亲种树时，先在沙里种上一排排
沙蒿，将流沙基本固定下来，再把沙柳、杨
柴等灌木树种栽在沙蒿带中间，慢慢让这
片不毛之地有了绿色。”贾文义说。

沙漠中种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
要 3至 5年甚至 10年，才能形成一片林。
在汲取前人治沙经验的基础上，贾文义不
断创新求变，通过本土培育杨树苗、栽种
生长周期短的果树，在减少种树成本的同
时，极大地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

“过去只能听见风卷起沙子‘呜呜呜’
吼，现在风穿过果林，是‘扑簌簌’的脚步
声。树绿了，风也变温柔了。”这是贾文义
多年来的切身体会。

从小饱受沙害之苦，也见证了老一辈
人为防沙治沙做出的巨大贡献，贾文义表
示，要握紧‘接力棒’，学习更多科学治沙
方法，生命不息，治沙不止……

树绿了，风也温柔了

□见习记者 方圆 摄影报道

迎着盛夏烈日，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防沙林业管护中心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设
置沙障。这些被称为“中国魔方”的草方格
沙障，不仅能够锁住黄沙，还能把一个个沙
丘分割。管护区内乌兰布和沙漠紧临黄
河、包兰铁路、G6高速公路，是磴口县生态
环境治理的重要区域。

多年来，磴口县持续开展乌兰布和沙
漠生态治理，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
工程建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林草治理
面积 130万亩。与此同时，磴口县积极探
索绿化与产业化、治沙与致富的结合点，推
进产业治沙。通过发展蒙中药材种植、优
质牧草种植和特色养殖、光伏新能源和沙
漠旅游等产业，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化、产
业发展生态化。

治治
﹃﹃
沙
害
沙
害
﹄﹄

得得
﹃﹃
沙
利
沙
利
﹄﹄ 林草随风舞动林草随风舞动。。 被誉为被誉为““沙漠人参沙漠人参””的肉苁蓉的肉苁蓉。。

设置沙障设置沙障。。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优质牧草种植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优质牧草种植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