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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保护和发展，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北部，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赛罕乌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博物馆”“物种基因库”和重要的生态屏障——

一方生物多样而美丽的净土
【有感而发】 【纵览】

□本报记者 李国萍

暮秋时节，从赤峰市巴林右旗出
发，沿206省道一路向北，山林水草自
然勾勒，满目炫彩的油画世界令人惊
叹。行驶一百多公里，过了辽州白塔，
就到了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作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
员，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突出的物种珍稀
性，诠释了2023年又一次顺利通过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第二次十年评估的
魅力所在。

这是一个以森林、草原、湿地、沙
地等多样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和西辽河上游水源涵养地为主
要保护对象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为 10.04 万公顷，境内设立了
正沟、王坟沟和乌兰坝 3 个核心区。
在保护区科研科长洪美静的带领下，
记者领略了大自然赐予这个“天然氧
吧”的神奇与多年保护的成效。

刚刚拿到 2023年中国生物圈保
护区网络“青年科学奖”荣誉称号的

洪美静，在保护区工作十多年来，投
身于资源考察、监测、定期观察新物
种、科研项目实施等工作中。说起保
护区这些年的变化，洪美静如数家
珍。她介绍，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现有6个植被型、10个植被亚
型、39个群系。保护区通过加强森林
草原防火、天然林停采等措施全面提
升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和保护成
效。自 2002年起，境内 87万亩天然
林全部停采，封山育林育草面积达到
100万亩，保护区林草覆盖率已达到
89.97%。由于生态系统得到了较好的
保护，调查新记录野生动植物种数与
2011年相比，维管束植物、鸟类、兽类、
菌物等生物资源的种类增加了 590
种，达到 3079种，其中国家二级以上
重点保护动植物有 73种。野生动物
栖息地也在不断扩大，动植物种类和
数量增加明显。经科学估算，野生马
鹿种群从1995年的500余头，增长到
2021年的2388头，大鸨从2010的 15
只左右，增长到2021年的34只左右。

1997年4月建立的赛罕乌拉自然
保护区，经过 20多年的保护和发展，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博物馆”、“物
种基因库”和重要的生态屏障。这里
愈来愈浓的生态底色，是每一位保护
者用双脚丈量，用汗水守护的成果。

90后“林四代”鲍鹏宇，大学毕业
后不久便成为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监测科一名工作
人员。他说：“我生长在此，山里的一
草一木都是我的玩伴，我也见证了这
里的生态变迁。”

保护生物多样性，摸清家底是前
提。据鲍鹏宇介绍，目前保护区已采
集、制作、储存了 2 万多份动植物标
本，录制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完成
了保护区哺乳动物、鸟类、维管束植
物、苔藓、菌类等资源的监测调查，为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拓展、保护能力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0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赛罕
乌拉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1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批准为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这无疑是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契机。

多年来，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不断提高建
设和管理水平，在保护、发展和支撑
三大功能的实践和示范方面起到了
表率作用。2021年起自治区应急管
理厅安排一架AW-119型直升机长
期在保护区巡防，保障林区内资源安
全。目前，保护区内先后增设远程视
频监控、交通要道口视频监控等设
施，基本实现了核心区、缓冲区视频
监控全覆盖。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及
救护上，不仅在野生动物活动区内设
置饮水池，大雪封山期间还要补加饲
草。与此同时，加大对文化古迹和传
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在保护区
设立自然博物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实现了赛罕乌拉这一世界生
物圈保护区又好又快发展。

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护野生
动植物资源、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随着建设步伐的加快，赛罕乌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正在向融自然保护、科
学研究、生态旅游、持续利用于一体
的多功能、多学科、综合性的自然保
护区发展，在守护生物多样性中，构
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方净土。

【碳情报】

□本报记者 李国萍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2023年
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复审结果，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通过复审，成为
全国范围内20个地区之一、内蒙古
首个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县城。

“20年前，为了让庄稼有更好的
收成，各村一阵风似地打机井。2016
年，镇里干部入户宣传岱海流域保护
政策，动员我们拆除机电井设施。一
开始人们想不通，后来觉得从长远看，
保护环境还是更重要，大家就主动拔
水泵、盖井口、拆井房。经过精心治
理，现在岱海流域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了……”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凉城县
岱海镇苏义村村民张根换感慨良
多。拆除机电井是凉城县从2016年

开始实施的“一封一育一禁止、两节两
补两恢复、两改四控三处理”18项治
理措施中的一项。凭借这项工作，凉
城县获得了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
推荐申报的机会。与此同时，当地多
次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召开专
题调度会、制定工作方案，全力推进国
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审核各项工作。

试点工作以 3 年为一评估周
期，主要包括建立区域高环境健康
风险源清单、开展环境健康风险监
测与评估、推动环境健康风险分区
分级管控、强化环境健康对生态环
境监管的引领作用、推动发展“环境
健康+”产业和大力提升居民环境健
康素养等 6方面任务。凉城县将积
极总结经验，形成一套可复制可借
鉴样板，进一步推动全区环境健康
管理工作。

凉城入选2023年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县城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过去农民在河道里种庄稼养
牛羊，建筑垃圾堆得几米高，河道成
了现实版的‘龙须沟’。”站在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锡尼镇陶赖沟岸边，杭
锦旗水利局长刘海全这样描述曾经
的景象。

陶赖沟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发源
于锡尼镇阿斯尔嘎查油房梁，流经锡
尼镇、伊和乌素苏木 2个苏木镇，主
沟长87公里，总流域面积905.2平方
公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
人就在沟边种植蔬菜，由于长期使用
化肥、农药，造成了面源污染，加上农
民大量饲养家畜，随意排放的粪便导
致河流污染严重、水藻大量滋生。
2010年到 2014年间，由于规划建设

新城，沟道周边出现建筑、生活垃圾，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河长制实施以来，杭锦旗下决心
对陶赖沟进行综合治理。全旗69条
河流9个湖泊全部明确了河湖长，陶
赖沟共设立旗、镇、村三级河长 5
人。2018年，总河长牵头整合水利、
环保、林业、财政等多部门资金7000
万元，启动实施了陶赖沟河道综合治
理一期工程。通过对 6公里沟道进
行疏浚，沿岸种植绿化、水生植物，增
设河道护岸、凉亭、栈道等附属设施，
使河道得到综合整治。

2022 年，杭锦旗实施了陶赖沟
河道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如今，小流
域治理、水生态修复、水系整治和人
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一个河畅、水
清、岸绿、宜居的生态水系景观带已
然呈现。

综合治理让陶赖沟成为生态水系景观带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2022年 4
月发布《内蒙古草种业专利导航分析报
告书》以来，蒙草生态作为创新主体，已
在草种业领域申请专利布局 111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25项、转让专利37项。

开展草种业专利导航，就是以专利
信息资源利用和专利分析为基础，把专
利运用嵌入草种业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中，是
引导和支撑草种业科学发展的一项重
要基础工作。今年，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在《内蒙古草种业专利导航分析报告
书》结论的基础上，聚焦苜蓿品种的生
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持续开展内蒙古苜
蓿产业专利导航项目，从产业规划、资
源聚集、关键技术创新提升、高价值专
利培育等方面提出导航路径。引导内
蒙古在苜蓿产业重点技术方向发力，为
政府和创新主体提供可参考的产业发
展路径。

专 利 导 航 为 内 蒙 古
草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日前，我区发布加强新时代水土保
持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水土
保持率达 53.11%。到 2035年，全面形
成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水土保持体制
机制，人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控制，重
点地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治理。

近年来，内蒙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以水定
绿，创新和完善水土保持体制机制，加
大重点区域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与治理
力度，全面提升水土保持管理能力和水
平。到2025年，我区将新增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面积5640万亩以上。与此同时，
全区将大力推进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
理，突出抓好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
加大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力度，全面
推动流域综合治理。

我 区 明 确 2025 年
水土保持率达53.11%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工业园区是工业企业集聚发展的
重要场域，也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载体。自治区党委、政府正在下大力
气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推动我区工
业园区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质量
发展道路。”10月 26日，在 2023年工业
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大会上，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一岭在致辞
中说，我区将从空间管理、准入管控、项
目入园、安全环保等方面打出组合拳，到
2025年，力争打造工业总产值超过500
亿元的工业园区13个。

工业园区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主战
场，绿色发展是题中之义，更是未来所向。

坐落于伊金霍洛旗的鄂尔多斯零碳
产业园作为中国首个零碳产业园，绿色
产业成势见效。

走进工业园区，记者只嗅得到机械
带来的“工业气息”，却闻不见生产带来
的“污染味道”。这些天园区内的远景动
力零碳电池工厂，每天可以生产 3万多
颗电芯，年产量超1000万颗。这些电池
产品80%将出口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
地区。“产业园区创造了内蒙古第一条动
力电池生产线、第一个光伏全产业链、第
一台氢燃料电池等多项自治区第一，部
分新能源应用场景走在了全国前列。”作
为产业园的一名建设者和见证者，鄂尔
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薛振
宇介绍，力争到 2025 年，零碳产业园
实现百亿度绿电消纳、上亿吨碳减排积
累、千亿元绿色工业产值。

实现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不仅
只靠点上发力，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在此次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大会上，
来自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直属单位、科
研院所及高校、工业园区等单位的 200
余人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 助推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共同探索工业园区
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路径与方法。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减污降碳协同
创新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昕建议，要建立内
蒙古园区的分级分类减污降碳协同目标，
建立一园一特色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鼓
励有条件的园区实现基础设施共享。

目前，我区正深入推进工业园区绿
色低碳转型，聚焦钢铁、化工、有色金属、
建材等重点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推
动企业对标达标。

工业园区的“绿色”红利

【绿眼】

【绿野新风】

11 月 3 日，是第二个国际生物
圈保护区日。其是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于 2021 年设立，旨在为全球日
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问
题找到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 34 个自然
保护地被评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其中，地处内蒙古的汗马、呼伦
湖、赛罕乌拉、锡林郭勒草原 4 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位列其中。

近年来，为更好地保护生物多
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区
已 建 立 各 级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地 380
个，包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9 个，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64个。

生物圈保护区，通过人与自然
之间形成的伙伴关系，调节生物多
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社会经济
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从地方到国
际这一系列尺度上实验和示范可持
续发展创新性方法的理想场所。

大自然孕育万物、馈赠万千。
我们应立足生物圈保护区这一广阔
的自然教育之地，创新自然教育形
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提升生物多
样性保护水平，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丽家园。

共建万物和谐家园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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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1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又逢候鸟迁徙季，乌兰察布市迎来
大批候鸟过境。当地林草部门周密安
排部署，加强巡护监测力度，强化多部
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捕猎野生动物等
违法犯罪行为，保证候鸟安全过境。

针对不同候鸟迁徙规律和特点，充
分发挥乡镇护林员作用，加强重点时
期、重点区域候鸟监测和疫源疫病防
控，加密监测巡查线路，建立巡护、监测
台账。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重
点对农牧市场、寄递企业、宠物市场和
候鸟迁飞通道、停歇地、繁殖地等主要
分布水域和集群活动区域开展执法检
查。同时，加大候鸟保护宣传力度，提
升爱鸟、护鸟、拒食野生动物的社会认
知，筑牢候鸟迁徙“防护线”。

乌兰察布市为候鸟
迁徙筑牢“防护线”

本报 11月 1日讯 （记者 帅政）
连日来，包头市组织市、区两级生态环境
执法部门，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全市
范围内涉水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园区污
水处理厂及城镇污水处理厂开展夜间执
法检查，集中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据了解，本次行动成立了11个检查
组，共出动执法人员 79人次，通过实地
勘察、调阅资料、现场采样抽测等手段，
重点检查了企业废水污染防治设施运
行、在线监测设施运行及数据传输情
况、废水排口设置及废水排放情况等。
行动中，共检查企业 33家，发现立行立
改类问题41个，均已督促相关企业进行
整改。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还将进行不
定期的夜间突击检查，对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保持“零容忍”，切实巩固全市水环
境质量改善成果。

包头市开展废水偷排夜查行动

梦
幻
梦
幻
阿
尔
山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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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文/本报记者 李国萍

秋冬之交的阿尔山，被斑斓的色彩装点成一幅水彩画，置
身其中，如梦似幻。

近年来，阿尔山市从挂斧停锯退耕还林涵养生态，到发展
生态旅游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的科学之路，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国家气候标志的城市，是全区
首个荣获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两项殊荣的县级市。

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核算，截至目前，阿尔山市生态
产品总值（GEP）为1229.33亿元，占全盟GEP的 26.05%，单位
面积GEP为1.659万元/平方公里，人均GEP为180万元/人。

白狼林俗村林间梅花鹿群。

哈拉哈河森林风光哈拉哈河森林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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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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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均由阿尔山市文联提供图片均由阿尔山市文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