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国萍

连日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流域首次发现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的新闻，引得众网友热议。丹
顶鹤选择在岱海栖息越冬，再次印证岱海流域湿地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不断改善。

乌兰察布市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管理站站长
鲁化文告诉记者：“近年来，前来岱海湿地栖息的候
鸟种类与数量明显增多。丹顶鹤出现之后，岱海自
然保护区服务中心联合县公安局、林草局对丹顶鹤
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对周边环境进行实时监控，
还深入邻近村落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全方
位确保丹顶鹤的安全。”

近年来，凉城县深入推进岱海流域治理，持续
巩固岱海周边26万亩退灌还水节水成果，2023年
11月岱海面积近十年同期首次实现正增长。2023
年全年完成耕地地力保护项目，开展禁施化肥、推
广有机肥 15 万亩，测土配方施肥45万亩，累计发
放有机肥2.64万吨，完成生态种植养护600亩。从
水环境看，岱海重点水质指标基本保持稳定，未发
生大的波动；从流域生态看，生物多样性得到提升。

此外，在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方面，凉城县强
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积极开展河湖清四乱工作和城镇
集中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实施城镇道路污水管
网更新改造项目，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如今，岱海水生态环境的稳定性越来越
好，成为更多野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

凉城县

生态变好了 丹顶鹤来了

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我国面临着治理工业
废水的艰巨任务。一边是持续高企的工业用水需
求，一边是人多水少的基本国情，加快推动工业废
水循环利用，变废水为宝，成为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内蒙古坚持“四水四定”，把水资源作
为最大的刚性约束，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
细管好水资源。如开展节水型工业园区创建工作，
全面提升工业园区用水效率，进一步推进内蒙古工
业绿色化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提高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水平，还需攻克
难啃的“硬骨头”。一方面，要继续紧盯主要用水行
业，既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也要加快发展
通用技术和标准，以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另一方面，要持续降低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成
本，在税收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倾斜，调动更
多企业积极性，以此提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降
低废水排放量。如此，加快形成工业废水高效循环
利用新格局，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变废水为宝
◎正文

“那些年从屋里向外看，总是黄蒙蒙一片，走
出屋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这是通辽市科左后旗林
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辉工作初期的记忆。

科左后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上世纪 70
年代至90年代期间，土地沙化严重，生态环境脆
弱。1995年，从内蒙古扎兰屯林校毕业的陈辉
回到了家乡，决心要为脚下这片沙地披上绿装。

一年中陈辉有 200多天在基层研究沙地治
理，为一线提供技术指导、现场解决存在的问
题。然而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深入细
致地学习林业知识，坚持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
同事学，兼收并蓄，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与
水平。2010年，由于工作能力突出，陈辉被提任
为科左后旗林业局副局长。期间，陈辉整合产业
设计、种苗、施工、检查验收、抚育管护等关键环
节，建立了造林绿化督查和技术指导机制。

如何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是科尔沁沙
地生态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陈辉带领同事们
育树苗、搞沙地栽植实验，分析土壤、总结树种习
性，经过反复实验，开发出“苗木泡大水、机械整
地、深栽浅埋、降低成本”等一系列造林技术。依
托“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国家重点
工程，科左后旗实施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1320
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部分治理区植被盖

度达到 80%，增加土壤蓄水量约 0.8 亿立方米。
农田和草牧场得到有效保护，平原区基本农田实
现林网化，国省干线、嘎查村屯得到全部绿化，构
建起了“乔灌草、带网片”相结合、功能完备的区
域性生态防护体系。

在长期的防沙治沙实践中，陈辉综合施策、
科学带动，坚持生态建设保护与培育林草产业基
地有机结合，全方位、多元化推进“生态+产业”
融合发展。通过委托育苗增收、就近务工增收、
土地流转等方式，鼓励农牧民主动参与生态建设
与管护，释放生态红利。

大地重披绿装，重现绿水青山，离不开一代
又一代治沙人的辛苦鏖战。陈辉扎根基层近30
载，时刻牢记防沙治沙的使命，认真履行生态建
设职责，先后获得“全区三北四期防护林工程先
进个人”“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为大地重披绿装
□本报记者 薛一群

隆冬时节，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准伊污水
处理厂高盐水零排放项目二期综合处理车间
内，国内最先进的废水处理设备正全速运转。

该项目采用国内煤化工废水处理零排放
先进工艺，在污水处理厂现有规模上进行扩容
改造，达到日处理工业废水和高盐水 3600立
方米。处理后产生的中水全部回用到园区各
用水企业，最终浓水通过蒸发结晶，产出工业
用的氯化钠和硫酸钠，进而进行资源化利用，
达成零排放的最终效果。

高盐废水是煤化工产业的必然产物，通常
具有污染物浓度高、含可溶性的无机盐种类
多、成分复杂、腐蚀性强、处理难度大、危害程
度高等特点。

鄂尔多斯市是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煤
制甲醇、煤制油、煤制尿素等现代煤化工企业聚
集。现代煤化工的快速发展，为鄂尔多斯转型
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时其伴随的高盐水“难
处理、成本高”问题也一度成为制约该市甚至全
国煤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

为了破解难题推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鄂尔多斯十年磨一剑，摸索出一套高盐水处
理、处置的办法，全市煤化工行业高盐水污染
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回溯至2012年，作为国家14个大型煤炭
基地之一，鄂尔多斯迎来了大量煤化工企业，
但也不得不面对随之而产生的大量高盐水。

生态环境部评估中心专家刘志学告诉记
者，高盐废水渗漏到外环境危害很大，按照国
家和自治区的规定，高盐水必须进行处置，但
依然存在环境污染的风险。

如何破解高盐水处理的难题，摆在鄂尔多

斯面前。
2014年以前，煤化工的高盐废水处理通

常采取高盐水晾晒池。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
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奇伟介绍，当时的处理方
式比较简单，即通过晾晒池进行自然蒸发晾
晒，但总体不可持续。随着煤化工企业的增
多，晾晒池也越建越多，环境风险突出。

2014年，位于鄂尔多斯市纳林河工业园
区的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为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他们开始探索一条新
的煤化工高浓盐水处理之路——投资4.4亿元
实施高盐废水分盐结晶资源化利用水处理项
目，解决高盐水排放问题。

走进纳林河工业园区高盐废水零排放项
目现场，一排高密度澄清池里水声阵阵，高盐
废水正在通过高密度澄清池去除胶体杂质和
悬浮物，这是高盐废水零排放处理的第一步。

紧接着，高密度澄清池产水进入包箱镀膜
车间进行进一步过滤，达到双基膜反渗透净水
指标。之后，便来到了零排放工艺处理的关键
环节——脱盐处理，采取低压和高压反渗透过
滤后，之后的反渗透产水作为回用水继续用于
生产，高盐浓水则送到蒸发结晶分盐系统进一
步处理，最终将硫酸钠、氯化钠进行分离结晶
提纯，零排放处理的最后一步就完成了。

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综合
水处理工艺主管刘致江介绍，通过零排放处理
项目，整个园区的水资源利用结构优化了，实
现了水资源综合循环开发利用。

由此，鄂尔多斯市开始在全市煤化工行业
广泛推行建设分盐结晶配套处理设施，从高浓
盐水中结晶分离硫酸钠、氯化钠等固态产品，

在解决高盐废水排放问题的同时，实现废水资
源化利用，全市 32家煤化工企业全部建成分
盐结晶设施并基本实现了高盐水零排放。

奇伟告诉记者，我们的做法不仅为同类型
资源地区发展煤化工提供了水处理方面的可
靠经验和做法，分盐结晶技术的成功应用，还
为国内化工企业高盐水实现零排放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持。

2022年，鄂尔多斯市根据自己的产业布
局和产业结构，还探索实施了高浓盐水与氯碱
行业的协同处置，将煤化工高盐废水的处理方
法向氯碱化工行业推广应用。该项技术还被
生态环境部评为国家先进水污染防治示范技
术，为推动地方污染防治在科学技术的开发和
转化应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新奥集团投资建设
的煤基低碳生态循环产业示范园区，以新能源
为核心，基地企业间产业互相关联，废弃物综合
治理，公用工程配套供应，为鄂尔多斯高盐废水
与氯碱行业的协同处置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新奥集团新能能源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
监宋志富介绍，公司生产产生的高盐废水经处
理后产生的氯化钠溶液，可以直接送到氯碱行
业公司，成为制造pvc的原料，这样就完全实
现了高盐废水的资源化利用，不会再产生任何
危害。

在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的新征程上，鄂尔多斯以水而定，量水
而行，逐步实现了高盐废水的协同处置和资源
化利用。刘志学表示，在减污降碳的大背景
下，鄂尔多斯为全国化工行业高盐废水的处理
做了好的示范，提供了技术支撑。

高盐废水的“涅槃重生”
□本报记者 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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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鄂尔多斯市十年磨一剑，破解高盐废水协同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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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帅政

寒风凛冽中，一群群治沙人在库布其沙漠腹
地，将“冬闲”变“冬忙”，让冬雪来保墒，继续奋斗在
防沙治沙一线。

标距测量、划线栽植、沙障铺设……随着一株
株长 30厘米左右的沙柳铺设进提前画好的线上，
连绵起伏的沙丘上渐渐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方格沙
障，成为防沙固沙的坚实屏障。

杭锦旗独贵塔拉什拉召治沙站站长贾文义说：
“2023年杭锦旗全面打响黄河‘几字弯’荒漠化综合
防治库布其沙漠治理攻坚战，现在已经做了前期沙障
的栽植，接下来要进行杨柴、花棒、沙柳等植物的种
植，继续改善当地农牧民的居住环境。”

地处沙漠腹地的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过去一
直遭受严重沙害，如今道图嘎查党支部组建“爱家
园、爱生态”党员志愿服务小组，定期带领村民们深
入库布其沙漠开展植树造林、浇水灌溉、沙障维护等
工作。如今的道图嘎查农牧民办起了牧家乐，住进
了牧民新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在吉日嘎朗图镇黄芥壕嘎查，科技治沙成为防沙
治沙的又一突破口。“我们统筹协调，流转农牧民土地
2万余亩，通过引进企业开展牧草和特色绿色有机农
产品种植试验，企业利润与黄芥壕嘎查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在实现生态修复的同时还提升了嘎查集体和
农牧民收入。”吉日嘎朗图镇党委副书记姜伟说。

一直以来，杭锦旗采取党群全民参与的治沙思
路，累计完成生态治沙 846.56万亩，实现了从“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

杭锦旗

干群齐上阵 隆冬治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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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为使群众深入了解实施河湖长制的
重要意义，提高对河流湖泊的保护意识，
主动参与到河湖治理与保护中，鄂尔多
斯市依托康巴什区阿布亥沟综合治理项
目，于 2023 年 10月建成自治区首个河
湖长制主题示范园。目前，示范园已投
入使用。

据悉，该示范项目以河湖长制为题，
融入河湖保护、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
内容，以宣传牌、标牌、电子屏、景观小品
等形式进行集中宣传展示，群众在散步
休闲的时候就可以了解鄂尔多斯市“治
水、兴水”情况。开园至今，以其靓丽的

“颜值”、丰富的内涵，吸引了众多居民和
游客，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舒适优美的休
闲亲水乐园和“河湖长”学习宣传新阵地。

内蒙古建成首个
河湖长制示范园

赤峰市新增一处
自治区重要湿地

本报 1 月 17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经自治区政府同意，自治区林业
和草原局决定将内蒙古乌力吉沐沦河湿
地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重要湿地名录》。

乌力吉沐沦河湿地位于赤峰市巴林
左旗，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
路线的重要中转站，主要保护对象是珍
稀野生候鸟及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
据统计，目前湿地收录有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24种，分布有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植物3种。湿地内生物群落保持原生
性，湿地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生物链基本
完整，生态系统较为健康，具有较强的自
然属性。

被列入自治区重要湿地名录，对于
进一步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推进湿
地保护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报 1月 17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2023
年，呼和浩特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率达到 100%，受污染耕地保持“零存
在”。全市地下水考核点位质量极差比
例控制在 12.5%，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
量总体保持稳定，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稳步推进，农村生态
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据悉，2023年，呼和浩特市加强重点
监管企业管理，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
名录的17家企业圆满完成年度自行监测
和风险隐患排查任务，并持续加强污染
地块管控工作，详细调查并风险评估4个
优先管控地块，制度管控4个优先监管地
块。呼和浩特市还将卫生改厕就近资源
化利用占据主导地位，全市累计改厕16
万余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覆盖率
达到57%，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试点工作
启动实施，化肥、农药持续减量增效。

2023年呼和浩特
受污染耕地保持“零存在”

本报 1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政府与蒙草
生态近日签署“毛乌素百万亩沙地综合
治理”项目合作协议，拟治理沙地100万
亩以上。

“毛乌素百万亩沙地综合治理”项目
作为生态经济产业综合性项目，将通过
数字化、机械化提高生态修复治理水平，
因地制宜选择植被恢复模式，合理配置
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科学治理百万亩
退化沙化区域。

项目实施后，双方拟建设光伏发电
厂、畜牧草场、智能化干草饲料加工厂、生
物质肥料工厂、智能化蔬果温室等八大产
业。通过建立生态修复与新能源光伏、碳
汇、牧草开发相结合的生态治理新模式，
助力地方经济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毛乌素百万亩沙地
综合治理”项目签署

在迎新年的喜庆氛围中，来自沈阳
和呼和浩特的28名“真爱粉儿”抵达阿
尔山市，乘着黄羊“叮当”专线观光车，
沿着黄羊经常出没的线路，追寻“小可
爱”们的足迹。

“今年，成千上万只野生黄羊的迁
徙景象真让人感到震撼。”在阿尔山林
区工作了33年的管护员白玉华连连感
叹。“家乡的生态一年比一年好，林区里

不仅经常能看到驯鹿、雪兔、野猪，还时
常冒出来一些叫不上名的野生动物。”

黄羊迁徙为冬日增添了无限生机
与活力，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为
此，兴安盟正创新生态旅游模式，开发
主题旅游线路，打造“没有围栏的动物
园”品牌。同时，各相关部门于近期加
强了监测、救助及保护工作，确保黄羊
平安过冬。

追
寻
﹃
小
可
爱
﹄
们
的
足
迹

□
本
报
记
者

高
敏
娜

通
讯
员

毕
力
格

摄
影
报
道

憨态可掬的憨态可掬的““小可爱小可爱””。。

拍黄羊拍黄羊。。

阿尔山旷野中的黄羊阿尔山旷野中的黄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