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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区各地通过落实养护责任、实行挂牌保护、强化监管执法、实施复壮工程等，对古树名木进行全方位
保护。截至目前，全区4484株古树名木全部纳入了科学管护范围——

古木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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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于书记，最近气温高，古树生长状
况咋样？如果有虫害可得及时通知我
们。”8月16日一大早，兴安盟突泉县林
业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拨通了
九龙乡莲花村党支部书记于丽萍的电
话，详细询问村中古树生长状况。

一株株古树是沉淀的历史，一圈
圈年轮是岁月的记忆。

近年来，我区各地把古树名木保
护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通过严格
落实养护责任、实行挂牌保护、强化监
管执法、实施复壮工程等，让承载文明
记忆的“活化石”重新容光焕发。截至
目前，全区共有古树名木 4484株，全
部纳入了科学管护范围。

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
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观
赏与科学价值或重要纪念意义的树
木。古树名木既是自然变迁的“活化
石”，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更是
森林资源中的“大熊猫”，具有极高的
保护价值。

“这株古榆树已经290岁了，它见

证了历史，更是留存了许多人的童年
的记忆，现在是全村人的重点管护对
象。”于丽萍一边查看一边说。

突泉县境内现存78株古树，主要
以榆树、柳树为主。

6月初，突泉县林草局联合当地公
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干警，为全县所有
古树进行集中挂牌，为科学有效保护
奠定了基础。

“为实现古树名木精准识别、精准
管理，我们为它们定制了‘身份证’，标
明树种、编号、科属、保护等级、管护单
位和日常管护责任人。有了这个

‘证’，就能快速查找到每一株古树的
位置、树龄等相关信息。”突泉县林草
局副局长白胡岭说。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
镇乌兰道崩嘎查，生长着两株300年以
上的旱柳，其粗壮的树干至少两个成年
人才能抱拢，繁茂的树冠如同一把撑开
的巨伞。为了让这两株古树“延年益
寿”，今年鄂托克前旗林草局专门对两
株旱柳进行了顶杆支撑加固。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对境内66株
古树名木全部建立了管理档案，确保
每一株有人管、有人护。

为了提高古树名木的保护效果，鄂

托克前旗林草局对全旗古树名木进行
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定期组织“体
检”。同时加大巡查力度，依法严厉查处
非法砍伐毁坏、盗伐等损坏古树名木的
违法行为，为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

历经沧桑的古树名木，保存了珍
贵的物种资源。

“古树和人一样，树龄越大，遭遇
健康风险就越大。自然条件恶化、气
象灾害、树干空洞、病虫害等因素，都
可能夺走古树的健康甚至生命。针对
一些自然环境发生改变，生理机能下
降的古树，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
与复壮措施。”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建设
服务中心副主任徐飞林说。

从2021年开始，呼和浩特市全面
启动古树保护与复壮工程。组织专家
按照“一树一策”的原则，采取安装避
雷针、枯朽枝干处理、树干支撑、封堵
树洞、地表土壤处理、有机肥复壮、叶
面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综合措施进行
有效保护。截至 2022 年，已完成 18
株一级，4株二级，21株三级古树保护
与复壮工程。2023年，完成 1株一级
古树提质工程，2株二级、22株三级古
树保护与复壮工程，预计 8月底前全
部完成。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东乌素图村，
一株被村民视为神树的古榆树，经历了
几百年的风雨，仍然高大粗壮、枝繁叶
茂。经林业专家测算，这株古榆树树龄
有600年。2021年呼和浩特市林草局
对古树实施规范化、科学化保护和管
理，这株古榆树作为第一株保护的一级
古树，按照样板工程标准被保护。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在扎实推进
古树保护工程的同时，不断加强古树
名木保护法制建设，颁布了《呼和浩特
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制定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实施
意见》，并由市政府同各旗县区签订了
古树名木保护责任状，进一步压实了
古树资源保护责任。

目前，呼和浩特市依托智慧林草
大数据平台，建立了全市古树名木信
息管理系统，实现古树名木分级保护
和管理。对全市古树名木进行新一轮
挂牌保护，设立“二维码身份证”，通过
手机扫码获取古树的树龄、位置、树
高、生活习性、历史人文等详细信息，
实现了“一树一码”管理。

树滋养人，人呵护树。在人与树
的和谐共处中，生活变得美好，世界变
得美好。

【绿眼】

【绿野新风】

【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常态化保洁机制还是很有作用
的，以前开展阶段性环境大整治，没
多久村头村尾又有垃圾，实行常态化
管护后，有网格员进行监督，整体人
居环境由‘一时美’变成‘时时美’。”
兴安盟突泉县九龙乡党委书记王艳
红说道。

今年以来，九龙乡以人居环境专
项整治行动为契机，有力形成“支部引
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氛围，
绘制出一幅山青水绿村庄美的靓丽画
卷。

打好“责任组合拳”，有序推进
环境卫生整治。通过召开党委会、包
村干部和村支书主任会，明确目标、
细化责任，形成党委书记统筹协调，
各包村负责人日常调度，村党支部书

记全权管理的齐抓共管局面。
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环境治

理精准度。按照各村现状，找准问
题、精准治理。今年以来，全乡设置
公益岗位保洁员180个，共发动干部
群众 2000 余人次，清理回收各类垃
圾900余吨。

打好“宣传组合拳”，环境保护人
人抓。在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环
境整治的同时，充分发挥支部带动力
量和党员模范作用，对村内卫生死角
进行集中清理，全覆盖式签订“门前
四包”责任书。

打好“卫生监督组合拳”，环境整
治有成效。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和
常态化保洁机制，设置网格员进行监
督。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
升年”行动，制定奖罚机制。通过组
织2次村级拉练观摩现场会并进行考
核排名，效果显著。

清脏治乱，乡村人居环境“一时美”变“时时美”
□本报记者 帅政

8月中旬，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
穆沁旗向东行驶 180 公里，极目四
望，映入眼帘的除了绿色还是绿色。
如果从天上俯瞰满都宝力格这片草
原，真可谓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
似珍珠洒。

迎着朝阳，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
力格镇陶森淖尔嘎查牧民额尔登陶
格陶走进自家牧场，开始分片分类布
局“家庭成员”——牛、羊、马的下个
月伙食。

额尔登陶格陶介绍，之所以能够
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三部
曲，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雨
水、饲养等养殖条件，但是如果不加
节制地一味扩大规模，草原就会退
化，得不偿失。

近年来，可利用草场达 608 万
亩的满都宝力格镇，大力推行生
态型家庭牧场建设，着力推广科
学化可持续化牧场经营模式，提
高牧民收入的同时，也让草牧场
的植被质量保持稳定或者提高，
实现绿富同兴。

额尔登陶格陶家庭成员共5人，
自有草场面积为20967亩。2022年，
牲畜销售收入为150万元，年纯利润
80万元，真正做到了牧业致富。

满都宝力格镇党委书记代钦介
绍，额尔登陶格陶生态型家庭牧场，
实现了养殖种类的多样化，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高度
契合。

目前，生态型家庭牧场的“朋友
圈”在这片草原正在不断扩大，实现
牧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交上草原生态
治理的答卷。

绿富同兴，生态家庭牧场“朋友圈”不断扩大

□见习记者 方圆

清晨，阳光透过树木繁茂的枝叶间
隙，星星点点洒在林荫道上。包头市固阳
县国营林场场长秦岭身穿一身迷彩服，开
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我是一名基层林长，每天都要在林
子各处看看。固阳县年降水量少，这些树
长这么高大不容易，管护十分重要。”秦岭
说。检查是否存在火情隐患、是否存在森
林病虫害、有无毁林现象发生……在 6.8
万亩的林场里巡护一圈，一天的工作时间
也过去了一大半。

“我是土生土长的固阳人，刚工作的
时候，春秋两季风沙极大，有时候漫天黄
沙刮得人睁不开眼。”秦岭说，从那时开
始，绿化家乡就成了他人生奋斗的目标。

“我的履历简单，写出来没几行，但都
与林业相关。”秦岭笑着说。从 1998年毕
业至今，他在固阳县林业一线工作了25年。

履历“简单”的秦岭，工作经验却十分丰
富。他先后参与了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
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重点区域绿
化等各大重点工程的方案制订、设计规划、
组织实施、检查验收等工作。25年如一日，
秦岭的双脚走遍了固阳县的山山水水，一直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绿化家乡的初心。

2021年，秦岭到林场工作，新的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前工作是造林、管
护、防火，现在不仅要考虑这些，还要育
苗，规划林场以后的发展。”秦岭说。

发展林下经济，就是秦岭为探索增加
林农经济收益所做的重点工作之一。

郁郁葱葱的树林间，有几个被黑网罩
着的“神秘”箱状物体在一片绿色中显得
格外突出。秦岭几个大步跨过去，掀开黑
网笑着说：“这是我们培育的林间蘑菇，你
看长得多好！”只见黑网下整齐地码放着
菌棒，菌棒上长满了白白胖胖的蘑菇。

据秦岭介绍，他带领林场职工已经进
行了 2年的林菌试种，力争在今年形成可
推广、可复制的林菌种植示范，引导林农
参与，增加林农护林积极性、主动性，提高
林场的经济效益。此外，他还引进文冠
果、仁用杏等新树种试种，文冠果茎和枝
叶可入药，叶子还能做成山茶喝。这些都
为后期林农增收提供了新的可能。

“看到现在家乡变美了，天是蓝的，水
是清的，树是绿的，狐狸、青羊、野鸡等野
生动物越来越多，我就浑身充满了干劲
儿。”秦岭说。

“不简单”的基层林长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市级总林
长、总河长共同签发《关于推进“林
长+河长”工作模式整合护林巡河力
量试点工作方案》，在河湖长制的基础
上，探索推行“林长+河长”制，“两长”
同守一方青山、共护一江碧水。

自“两长合一”制度建立起来至
今，各级河长、林长开展联合巡河、巡
林等巡查活动，协调解决协同共治重
点难点问题，对重点区域组织开展联
合检查专项行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
合力。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破坏森
林、草原的“四乱”问题、非法采砂问题
等联合开展执法活动，有效提升了联
合管护能力。

呼伦贝尔市“两长合一”制
促 进 巡 河 巡 林 齐 抓 共 管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今年以来，巴彦淖尔市场监督管理
局结合当地实际，持续开展“长江禁捕、
打非断链”专项执法行动。截至目前，
全市共出动市场监管执法人员22366
人次，检查农(集)贸市场1482户次，检
查商超7904户次，餐饮单位12929户
次，检查水产制品生产企业、加工小作
坊946家次，监测电商平台53个次。

专项行动中，通过强化监督检查、
畅通投诉渠道、宣传法律法规，严厉打
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
等违法行为。包括定期开展日常巡查，
确保监管常态化、长效化、实效化；畅通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受理
和迅速处置有关投诉举报信息；督促经
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巴彦淖尔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人员表
示，他们将持续强化监管职责，坚决斩断
违法链条，维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巴 彦 淖 尔 市 持 续 推 进
“长江禁捕 打非断链”专项整治

本报 8 月 23 日讯 （记者 帅
政）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今
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5个国控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达到80%，同比上升20%，
无劣Ⅴ类断面，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
质量改善情况位列全国第9位，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在Ⅲ类。

据了解，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通过提升
污水处理能力、推进管网建设和推动生态
修复工程等手段，不断加强水生态环境治
理力度。截至2022年，呼和浩特市共建
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12座，污水处理能
力达到72万吨每日，处理后水质达到优于
一级A标准，建成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率
达到95%以上，再生水回用率达到50%以
上。2020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共投入
4200万元完成84处雨污管网混接错接改
造工程，维修28处雨水提升泵站设备，基
本实现“污水进厂、雨水入河”。

呼和浩特市上半年 5个国控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80%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
来，我区加强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全面推动建立“河
湖长+检察长”联动长效机制。2018
年以来，自治区河长办、水利厅和检察
院连续 6年联合开展“保护黄河”“河
湖清四乱专项行动”等7次专项行动，
恢复被污染河道7.5万亩。

据悉，6年来，各级水利部门向检察
机关移送案件线索616件，检察机关自
行发现线索1422件，立案公益诉讼案
件1276件，推动治理清理污染水域面
积2920.1亩，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河
道1118.226公里，有力打击了涉河湖
违法行为，提升了河湖保护治理水平。

我区“河湖长+检察长”联动
机制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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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文/图 本报记者 塔娜 霍晓庆

秋风送爽的周日，位于内蒙古大青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敕勒川高山草原，百草
丰茂，缀满繁花。在此进行户外休闲活动的
苏先生，远远看到了几只奔跑的狍子快速隐
匿于松林，不时还有野兔蹦跳于草丛间，带给
人们惊喜。

大青山是内蒙古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和天然生态屏障，也是阻挡风沙侵袭京津地区
的重要防线。为筑牢这一“绿色屏障”，近年
来，大青山保护区全力推动276家工矿企业清

理退出，并大力实施矿山修复治理，同时，深入
实施退牧还林、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
持续保持禁牧工作的高压态势，连续2年开展
禁牧、森林草原防火“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压
减违法养殖牲畜 29万头只，使森林草原得到
休养生息。

随着植被覆盖率的提升以及环境质量的
改善，保护区生态系统自循环能力得以恢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环颈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马鹿、红隼、狐狸、狍子、野兔等许多久违的野
生动物回归。

如今，这里已成为首府市民亲近自然、户
外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赏景的游人。

缀满繁花的大青山缀满繁花的大青山。。

初秋的大青山高山草原初秋的大青山高山草原。。

青山绿水环抱，粉墙黛瓦掩映。
内蒙古正在开展的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让田园生态、山水一体的美丽
景致，在内蒙古大地多点开花。

今年 4 月，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
部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统筹
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流域水系整
治、生活污水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合力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

如今，我区已经建成一批具有示
范意义的生态清洁小流域，那里的水
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人居环境显著
改 善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得 到 培 育 和 发
展，当地群众纷纷赞许。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是 载 体 ，也 是 机
遇，能够产生综合效应，孕育发展潜
能。在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同时，
全区各地要着力实施“小流域+”，因
地制宜打造特色小流域旅游、特色农
产品等产业综合体，并鼓励项目区群
众优先参与管护。这样不仅能促进
地 方 治 理 现 代 化 ，孕 育 生 态 文 明 产
业，也能让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民群
众带来厚重的获得感、幸福感。

治好“小流域”
乡 村 更 富 美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