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大批南迁的候鸟途经乌海市，在黄河两岸、乌海湖及湿地、滩涂栖息觅食。它们时而追逐嬉戏，
时而翩翩起舞，成为秋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每年的 3月中旬和 10月下旬、11月上中旬，大约会有 60多
种、10万多只候鸟飞抵乌海市，其中不乏黑鹳、金雕、遗鸥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记者 郝飚 摄

南迁“中转”

□本报记者 宋阿男

7 月 30日，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
公司包头客运段青岛车队兼职值班员
赵阳和同事们一同踏上乌海西开往北
京丰台的K396次列车，本以为是一次
普通的工作之旅，但一次意想不到的
经历就此开始。

当日晚 23时左右，因京津冀出现
罕见暴雨，K396次列车在北京市境内
落坡岭站实行临时停车避险。作为该
趟列车的兼职值班员，赵阳和同事们
一起奔走于各个车厢安抚旅客情绪、
登记旅客需求，及时为 100 多名重点
旅客排忧解难。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瞅着餐
车的食物即将“见底”，越来越多的旅
客在餐车排起长队。车外大雨如注，

赵阳和同事们焦急万分，列车长杨龙
赶紧向落坡岭站求援。

幸运的是，在落坡岭站工作人员
和当地社区干部的帮助下，食物找到
了。赵阳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蹚
着水，全力搬运食物。力气不够，就把
三四十斤的水罐分段运送；手拿不住，
就把装满食品的塑料袋挂在肩上。他
们跟蚂蚁搬家一样，来来回回几次，带
回了西红柿、黄瓜等食物，回到车厢时
浑身都湿透了。

暴雨倾盆，泥沙湿滑，湍急的水流
在身边咆哮而去。赵阳看到列车前方
线路有两处塌方，她第一次感觉到了

怕，怕孩子从此没了妈妈。
但怕归怕，惊心动魄之余，赵阳想

得最多的还是如何把食物拿到车上给
旅客吃。当食物被搬运到餐车前，此
时赵阳遇到了新的难题：旅客焦急地
涌向餐车，堵得发不出去食物。情急
之中，她扯着沙哑的嗓子跟旅客解释：

“咱们铁路一直秉承的就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
服，我得对得起大家！”有旅客将赵阳
的这段视频发至社交媒体，一度引发
网友持续关注。

8月 2日晚，最后一批滞留旅客准
备转移，但赵阳没有和大部队一起出

发，她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护送了多
名患病旅客，辗转乘坐皮划艇、皮卡车
等多种交通工具前往北京市区，保障
旅客尽快就医。

“赵阳就是这样，只要看到别人需
要帮助，她都会主动上前。”包头客运
段青岛车队党总支书记王蒙表示，赵
阳就像她的微信昵称“太阳当空照”一
样，永远精力充沛、乐观热情。

8月 4日下午，当她从包头火车站
下车的一瞬间，看到手捧鲜花的女儿
玲玲和爱人刘杰在站台上等她，那一
瞬间，她眼睛湿润了。“希望那些地方
的汛情早些过去，像我的名字一样能
很快太阳当空照！”赵阳说。

9月20日，内蒙古“2023年度十大
诚信人物”评选颁奖仪式在呼和浩特举
行，赵阳获奖。如今，她又以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服务和守护旅客的工作中。

铁 路 旅 客 的 守 护 神
——记内蒙古2023年度十大诚信人物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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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刘军 杨彩霞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目光所及，
只此青绿。

秋分时节的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
公园，绿浪翻涌，草香扑面。阳光穿破
云层投向大地，原野更显葱茏，令人流
连忘返。

“我第一次来草原，看到这里蓝天
白云、翻滚着的绿色波浪和各色花朵
勾绘出一幅壮丽的草原图景，内心就
感觉特别放松！”

中秋国庆假期，敕勒川草原成为
各地游客漫游青城必打卡的景点。第
一次来到这里的陕西游客张嘉慧和她
的小伙伴们也沉醉于这样的美景当
中，她笑称她朋友圈里点赞最多的风
景照就是在这里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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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出实招、求实
效，聚焦绿化提升、水体治理、污染整
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打
造绿浓水清的宜居环境。

自古以来，大青山就是一道天然
屏障。然而由于多年来的人为破坏和
自然原因，大青山植被逐渐衰退，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

和大青山一样，敕勒川草原也是
呼和浩特市北部的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然而受干旱少雨、开垦采石等因素
影响，一度植被消减、沙石遍地。

“过去人们为了讨生活，开荒、放
牧、砍伐、采石挖沙，把树和草糟践了
不少。河滩上到处是坑，远远看去，大
青山就像得了斑秃病。”大青山下乌兰
不浪村村民这样告诉记者。

为了恢复大青山的自然生态，
2012年起，呼和浩特市以“不叫黄沙越
阴山”的决心，对大青山前坡先后实施
生态综合治理保护工程和生态建设工
程，修复敕勒川草原便是其中一项重
要内容。

如今，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夏季平均湿度为67%。大青山前坡建
成了“绿树掩映、曲径通幽、自然和谐”
的首府后花园。

穿行在大青山前坡的生态路上，
就像走进了一条绿色廊道。

“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在大青山
地区完成绿化荒山7.2万亩，生态保护

建设面积总计 118 平方公里，构筑起
一道亮丽的绿色生态屏障。”呼和浩特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杨乌日吐介绍。

寒露过后，大青山里已是五彩斑
斓，而小黑河两岸还是一派青翠。遍
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口袋公园里，沿着
或红色或蓝色的步道走，随处可见造
型各异的花境和亭台。

近年来，呼和浩特大力实施城市
“口袋公园”建设，2022年新建“口袋公
园”310处，城市绿地空间持续增大。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到 43.21%，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到19.62平方米。

清晨，呼和浩特南部的大黑河碧
波荡漾。

过去，大黑河周边存在诸多破坏生
态环境的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构建
宜居环境，呼和浩特市开启了大黑河城
区段综合整治工程，通过堤内滨水生态
廊道建设，打造出一条“鸟语花香、绿树
成荫、波光粼粼的城市风景线”。

大黑河整治，提升了河道空间活
力，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提升了首府
城市品位。

如今，大黑河已经成为许多市民
休闲游玩的首选地，也是首府新增的

一张靓丽名片。
依托大黑河生态资源，越来越多

的市民享受到良好生态环境带来的红
利。到大黑河岸边的露营地去放松一
下，成为不少市民向往之事。

“在大黑河畔看着日落，吹着晚
风，一边欣赏美丽风景，一边享受休闲
时光，这样的体验很不错。”游客王千
羽说。

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局长张永德介
绍，为彻底治理水系，呼和浩特市实施
了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专项行动。截
至目前，全市 45家涉水企业全部建成
一级污水处理设施，并对城区5座生活
污水处理厂全部实施提标改造和产能
扩建，出厂水水质达到一级A的标准。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

谆谆嘱托，化成让“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坚决行动。

呼和浩特在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上持续发力，走绿色发展
之路，奏响生态文明最强音符，打造出
绿色健康美好生活！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
如是。”如今，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的累
累硕果已经成为首府人的骄傲。

一年新增“口袋公园”310处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3.21%

呼和浩特绘就绿色画卷筑牢生态屏障

本报通辽11月 1日电 （记者 薛
一群）10月 28日，通辽市召开全市重点
工作推进会，学习贯彻全区重点工作推
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国务院关
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等工作，讨
论《通辽市贯彻落实〈推动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的意见〉任务清单》。

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孟

宪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

《意见》出台的重大意义，认真领会自治
区党委的工作安排和部署要求，按照

“政治站位要高、职责分工要清、工作节
奏要快、运用政策要活、宣传发动要有
力”的要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
强化工作执行力，抓好《任务清单》落
实，最大程度用足政策、放大红利，推动
《意见》在通辽得到深入有效落实。

通辽市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
孟宪东讲话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柴思
源 李可新）11月 1日，2023—2024赛
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呼伦贝尔
站）暨“十四冬”资格赛在内蒙古冰上运
动训练中心速滑馆开赛，内蒙古速度滑
冰队派出34名运动员出战。

2023—2024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
精英联赛共进行4站比赛，运动员将根
据 4 站比赛所取得的积分确定“十四
冬”速度滑冰项目决赛资格。呼伦贝尔
站为首站，本次比赛赛程共3天，设有公
开组和青年组两个组别，将进行包括男
女500米、1000米、1500米，女子3000
米(公开组)、男子5000米(公开组)、团体
追逐和集体出发项目。来自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等地的500余名运动员参与
本次赛事。

内蒙古速度滑冰队领队刘鑫说：

“本站资格赛我们有 12名队员参加公
开组比赛，22名队员参与青年组的角
逐。今年以来，队员先后前往云南、辽
宁、新疆、黑龙江等地外训，队伍整体
竞技状态都比较好。资格赛阶段，我
们会力争26个小项全部拿到‘十四冬’
决赛资格。”首站资格赛，中国速度滑
冰名将、内蒙古运动员韩梅也亮相赛
场。上个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波兰站
比赛中，韩梅携手国家队队友摘得女
子短距离团体追逐铜牌。刘鑫说：

“‘十四冬’速度滑冰项目上，韩梅是内
蒙古速度滑冰队最具冲金实力的运动
员。首站资格赛，韩梅参与公开组女
子 1000 米和团体追逐两个小项的角
逐。她将在比赛结束后回到北京，随
国家队出征 2023 至 2024 国际滑联速
度滑冰世界杯。”

我区 34 名运动员出战中国杯速度滑冰
精英联赛（呼伦贝尔站）暨“十四冬”资格赛

学先进 勇担当

相约十四冬

本报阿拉善 11 月 1 日电 （记者
刘宏章）11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打响

“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现场推进会暨阿拉善盟防沙治沙七
大战役全面开工誓师大会在阿拉善右
旗举行。

自治区副主席代钦出席并讲话。

阿拉善盟分属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片区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 漠 边 缘 阻 击 战 片 区 ，谋 划 实 施 2
个 国 家 级 项 目 和 7 个 自 治 区 级 项
目 ，部 署 打 好 防 沙 治 沙 七 大 战 役,
规划治理“三北”工程六期重点任务
1660 万亩。

内蒙古自治区打响“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 漠 边 缘 阻 击 战 ”现 场 推 进 会 召 开

代钦出席并讲话

本报11月 1日讯 （记者 王皓）
10月 30日至 3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杨伟东到赤峰市调研设施农牧业和农
畜产品精深加工业等发展情况。

杨伟东先后深入 4个旗县区的 11
家企业、园区、合作社，详细了解畜禽
养殖、粗加工、深加工、食品制成、预制
菜等布局发展情况，细致测算蔬菜冷
棚、暖棚、智能玻璃温室的投入账、效
益账和联农带农账。他说，盟市旗县

要深入研究市场在哪里、下游做什么、
该怎样扶持等问题，拿出实打实的政
策，推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往宽做、
往深做。要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动
种养设施迭代提标、多元发展，培育
做大设施蔬菜、花卉、水果、苗木、渔
业、食用菌等产业。要通过“三变”改
革、社会化服务等方式，把农牧民紧
密联结在产业发展全周期，不断促进
富民强县。

着力推动提档升级 不断拓宽产业下游
杨伟东到赤峰市调研农牧业工作

本报11月 1日讯 （记
者 柴思源）10月 30日，第
15 届国际射联亚洲锦标赛
在韩国昌原收官。代表中国
队出战的内蒙古运动员罗爽
夺得3金1铜。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
2 天，内蒙古运动员罗爽在
女子步枪 50米三种姿势比
赛中，以 459.2 环获得个人
金牌，并达到国际级运动健
将称号。另外，罗爽与国家
队队友携手，以1747环的成
绩获得女子三种姿势团体金
牌。在女子 50米步枪卧射
项目中，罗爽再次搭档国家
队队友，以 1851.9环的成绩
获得团体金牌，个人以620.7
环的成绩获得铜牌。

罗爽 2015 年 7 月入选
鄂伦春自治旗射击队，2017
年 11月入选内蒙古射击队，
师从李丽娟教练。2019年 2
月，她第一次代表内蒙古参
赛，夺得华北协作区射击锦
标赛青年组女子 10米气步
枪个人第一名；2023年 6月
在全国射击锦标赛中获得女子50米步枪三
姿个人第二名，6月26日入选国家射击集训
队。2023年射击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50米
卧射团体比赛中，罗爽与队友配合夺得冠军
并打破团体世界青年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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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锡林郭勒 11 月 1 日电 （记
者 张璐）11月 1日，在锡林郭勒盟战
略性新兴产业专场推介会上，该盟共签
约涉及锂资源全产业链开发、新能源开
发、新材料等领域合作项目8个，协议资
金总金额140.22亿元。

推介会上，来自北京、山东、安徽等
省市近40家涉及现代化工、新材料、光
伏组件等行业领域领军企业和商协会，
齐聚锡林郭勒草原，共商合作共赢美好
愿景，共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蓝图。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锡林郭勒
盟已建成锡林郭勒盟至胜利至山东至
江苏“两交一直”三条特高压通道。依
托丰富的优质新能源，可为产业项目提
供多种低价绿电供应模式。该盟矿产
资源富集，已探明铜、金、铁、锗、铅、锌、

银等战略性矿产资源20余种。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依托优质的

资源和丰富的绿电及超低的电价，积
极探索以园区绿电替代、源网荷储一
体化、新型微电网等模式，搭建绿电与
先进优质载能产业耦合式发展平台，
吸引一批符合产业政策、符合环保能
效要求，低排碳、高水平、高附加值的
先进优质载能行业集中集聚。在新能
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背景下，该盟储
能市场空间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期，
预计“十四五”期间，电源侧储能市场
规模达到400万千瓦，已备案电网侧储
能 160 万千瓦时，10 千瓦时新能源户
用设备 1.5 万套、100 千瓦时矿用重卡
替代市场 3000 辆以上，市场容量巨
大、前景广阔。

锡林郭勒盟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场
推介会签约项目协议总金额超140亿元

本报鄂尔多斯 11 月 1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通讯员 刘宇光）近日，
一列满载着奇瑞“星途·追风”汽车的始
发国际货运班列缓缓驶出位于伊金霍
洛旗的新街站，这批汽车经过鄂尔多斯
海关预约通关服务，及时发往目的地俄
罗斯。

这是奇瑞汽车首次在鄂尔多斯集
货并申报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165台汽车总货值约2147万元，在
乌兰察布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产业园

区中转装车后走出国门。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高新区紧紧围

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盯紧党中
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重大责任，
在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
桥头堡的这一战略构想实施过程中，充
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积极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高质量培育创新主体，引导一
大批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
资与合作，鼓励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65台“追风”踏上“一带一路”新途

■上接第 1版 是京津冀沙尘暴的国
内主要策源地。

作为三北地区万里风沙线上最
难啃的骨头，阿拉善盟境内分布有
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
漠，全盟沙化土地总面积占到其国
土面积的 73%左右。按照国家林草
局总体规划，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
旗位于阻击战片区，该区域也是内
蒙古自然条件最恶劣、土地沙化最
严重的地区。

“阿拉善盟既处于上风口又处于
下风口，既是风沙策源地也是路径
区。如果治理不好，沙子在常年西北
风的作用下吹向宁夏平原、河套平原
和黄河，而且还会成为从蒙古国、河西
走廊吹来的沙尘暴的‘加油站’，严重
影响河西走廊、华北平原、京津冀等广
大地区生态安全。所以，确保沙源不
扩大、不扩散，是阿拉善最大的责任，
也是阻击战的重要目标。”阿拉善盟林
草局治沙造林科科长海莲说。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深入调研、

提前谋划、加紧实施，一场以“防风、阻
沙、控尘”为治理目标的阻击战在阿拉
善迅速打响。

“打好沙漠边缘阻击战，重点在
‘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胡永宁指出重点。

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立足沙
化土地多、治理难度大的实际，阿拉善
盟在内蒙古编制“三北”工程六期规划
和三大标志性战役实施方案的基础
上，提出重点打好“七大战役”，即阻沙
汇合阻击战、阻沙入河攻坚战、河西走
廊保卫战、阻沙上山持久战、阻沙进城
阵地战、阻沙断路运动战、军事基地护
卫战。层层设防、步步为营，坚决遏制
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交汇连片，
阻止沙漠东侵南移，保卫赖以生存的
美好家园。

“‘七大战役’已纳入‘三北’工程
六期建设规划，到2030年要完成规划
任务1660万亩，其中阻击战片区完成
1300 万亩。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打好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赢河西走廊—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造‘一
带一路’干旱区荒漠化防治示范样
板。”阿拉善盟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潘竞军说。

厉兵秣马，加压奋进。阻击战片
区，一拨又一拨的工人在沙漠里忙碌
着。腾格里沙漠边缘，阿拉善右旗阿
拉腾敖包镇巴音塔拉嘎查境内，一垛
垛稻草卸在路边，叉车又将稻草分别
运送到工程固沙项目区，为扎草方格
做好准备。

“眼前正进行扎草方格作业的是5
万亩退化草原修复项目区，南临河西
走廊中段、黑河中下游，是防止腾格
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握手和巴丹吉
林沙漠南侵进入河西走廊的重要生态
工程，也是‘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重要
内容。”阿拉善右旗林草工作站站长李
庆恩介绍。

1个国家重点项目，4个自治区重
点项目，总规划面积 1300 多万亩，以
工程固沙为基础，配套人工造林、封沙
育林、人工种草等各项重点工程，河西

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正
紧锣密鼓地推进。

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荒
漠化防治不能各管一摊，携手行动、共
治共享才是长久之道。“阿拉善盟境内
三大沙漠，除了乌兰布和沙漠在内蒙
古，其他沙漠都是跨界分布的。河西
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不
是单独一个省市靠自己的努力和决心
就能够实现的，必须联防联治。”潘竞
军说。

就在今年9月份，内蒙古自治区林
草局和甘肃省林草局签署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治理工程联
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两省区将打破
行政区域界限，共同规划巴丹吉林沙
漠与腾格里沙漠两省区交界区域的生
态治理，合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和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阻击战。

打好主攻、当好主力，无论过去还
是现在，阿拉善盟一如既往扛起治沙
担当。

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