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已是仲春时节，但呼伦贝尔草
原依然春寒料峭。家住新巴尔虎左旗
阿木古郎镇的孙明山，开始盘算起今年
植树播绿的准备工作。

孙明山已经75岁，他用24年时间，
让近万亩沙丘披上绿装，其中的艰辛曲
折可想而知。

“2000年，我承包了阿木古郎镇海东
公路南侧的9800亩沙地。当时这里全是沙丘、沙坑，拖拉机都走不了，风起沙石
飞，打得人脸生疼。想种活一棵树，太难了……”说起当年，孙明山万般感慨。

为达到全封禁治沙，孙明山首先将沙地围封，再想方设法解决水的问
题。从一开始靠拉水种树，到几年之间，他陆续打了 3眼机井，修建了一处
20吨蓄水池，安装变压器，购置拖拉机。那些年，孙明山多次赴区内外多地
参观学习，最终摸索出适合当地的分层分类科学治沙方法。

孙明山回忆说：“最初从吉林省购进十万棵杨树插条和4000多棵杨树，却因

沙地不蓄水和本身缺水，栽一批死一半。
遇上天旱，不仅当年白忙乎，连生长了几年
的树也都旱死了。”几年下来不见成效，家
里的积蓄也花光了，可孙明山认定的事，就
会咬牙坚持下去。为了种树，他卖牛羊卖
房子，一家人在苗圃整整蜗居了16年。

年复一年，从种植杨树到樟子松，再
到创立“绿野治沙试验场”，20多年的时

间，9800亩沙地的自然植被全部恢复，曾难以进入的沙地也成了葱郁之地，治
理区灌草综合盖度达到了85%以上。

风霜染白了青丝，岁月沧桑了面容。古稀之年的孙明山，体力明显不如
从前。这些年，各级政府先后授予其“劳动模范”“先进民营企业”“呼伦贝尔
好人榜”等多项荣誉。沉甸甸的荣誉给了孙明山老人更大的责任与紧迫感，
他说：“前些年因干旱损失的苗木得抓紧补种，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留住
一片完完整整的绿色……”

为家乡留住那片绿
□本报记者 李国萍

3月 18日早上 7点钟，呼和浩特市武川县
大青山乡五道沟村委会护林员田永臻，骑上摩
托车顺着哈达门森林公园一路向北，在自己负
责的近5000亩管护区内开始了巡护工作。

多年的护林工作，练就了田永臻强健的体
魄，虽已到了花甲之年，但爬起山来却敏捷矫
健。他说：“这几天积雪刚刚融化，最易发生险
情。尤其五道沟这一带，林草资源丰厚，我们不
仅要盯住陌生人，还要仔细查看有没有偷偷放
牧的。”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通过完善禁牧休牧制
度、持续强化监督指导和巡护巡查力度、科学划
定禁牧区范围、推进落实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优
化畜牧业产业结构等方式，巧用“堵”与“疏”的
方法，破解封山禁牧、护绿增收难题。

3月 19日，武川县二份子乡蔺家圪卜村委
会养殖户富芳，在禁牧协议书上郑重地写上了
自己的名字。如果养殖户在禁牧区从事放牧或
毁坏禁牧设施，乡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视情节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从 1月份开始，武川县各
乡镇干部便马不停蹄地走村入户，向村民们宣
传违规放牧执法标准、棚圈补贴等相关政策，把
禁牧要求层层传达到村到户到人，构筑起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封山禁牧工作格局。

“现在全县将禁牧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9
个乡镇均成立了禁牧工作队，配备了禁牧车辆，
并明确了禁牧处罚标准。”武川县林业和草原局
副局长刘和平说。

目前，武川县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
和禁牧休牧条例》，在草地禁牧区放牧的，一只

羊处罚120元，一头牛的处罚额度是羊的5倍。
如果在林地禁牧区放牧，除按毁坏林木株数的3
倍进行补种外，每只羊还要处罚10—50元。

为进一步做实“堵”的工作，呼和浩特市正
在构建禁牧休牧预警监测平台。

“我们将依托呼和浩特市智慧林草大数据
平台，利用已建成的 232个森林草原防火预警
监测摄像头，以及日常巡护的无人机设备，对监
控摄像范围内的禁牧休牧区、重点监测区等，实
时开展智能识别和监测预警。同时，将识别抓
拍信息通过大数据平台、APP系统和手机短信
等形式，反馈至村级林长和乡镇执法部门，实现
违规放牧行为监测、预警、报告三同步。”呼和浩
特市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资源防护科科长
冯伟说。

禁牧，不是限制畜牧业，而是通过扶持与转
型并行，在养殖和生态之间找到一个切入点，达
到禁牧不禁养，护绿又增收。

这便是一个“疏”的过程。
“2023年 9月，我们从可镇复兴号村搬到

定相营村，这儿交通便利，棚圈设施齐全。老家
那边禁牧，在那儿种草，在这儿集中圈养，收入
也不减。”今年54岁的石建莉经营养殖5年多，
积累了不少经验。

自2023年以来，武川县本着禁牧不禁养的
原则，全面推进舍饲圈养，促进畜牧业与生态保
护协调发展。积极鼓励保护区内养殖户通过异
地新建棚圈或租赁棚圈的方式，搬迁到保护区
外发展舍饲养殖。去年在政府部门的帮扶下，
定相营村共建起36个标准圈舍，目前已全部被

养殖户租用。
除了推行异地养殖，县里还推出集中养殖、

自家院内养殖、加快优良品种推广、生态移民等
举措，引导养殖户转变发展思路，调整产业结
构。

武川县作为目前呼和浩特市唯一全面享受
草原生态奖补资金的地区，按照每亩 7.5 元补
助 标 准 ，共 争 取 中 央 财 政 资 金 1.38 亿 元 ，
2021—2023年已兑现下达当地 8355万元，共
惠及农户 4.49万户。有了草原生态奖补资金
的加持，农牧民保护草原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2023年 12月 14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
发《内蒙古自治区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方案》
明确指出，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旗县（市、区）开
展试点，探索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的有效路径和
促进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有益模式。

随即，呼和浩特市将武川县作为全市草畜
平衡试点县，采取草原生态奖补和舍饲圈养的
方式开展全年全域禁牧。从生态保护、产业转
型、民生保障等多个层面总结实践经验。目前，
各项工作按照既定时间表、路线图全面展开。

封山禁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林草资源，维
持生态平衡。禁牧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当前，
呼和浩特市正通过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疏堵结
合，科学养殖、政府主导，协同推进的方式，严格
落实禁牧休牧制度，确保在2024年，全面遏制
重点区域内的违规放牧行为；到2025年，舍饲
圈养等集约化养殖设施更加健全，补助补贴政
策更加完善，监督执法更加有力，所有禁牧区实
现全面禁牧。

全域禁牧下的“堵”与“疏”
□本报记者 李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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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绿野新风］

呼和浩特市通过扶持与转型并行，在养殖与生态之间寻找切入点，破解封山禁
牧、护绿增收难题——

［绿眼］

本报 3 月 20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3 月 19
日，黑河额济纳段进入开河期。目前，黑
河上游下泄水量1.5亿立方米，较上年同
期来水量下降 37.31%。截至 3月上旬，
累计灌溉天然林草地5.929万亩，东居延
海累积入湖补水量2439万立方米。

据悉，东、西河沿线各类水闸破冰提
闸工作目前全部完成。黑河下游昂茨河、
一道河、乌苏木水闸段部分河道已基本平
稳开河。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水务部门加
强黑河流域重点水闸及重点防凌段巡查，
实施24小时防凌值班制度，增加巡护频
次，密切关注水情、冰凌变化。

阿 拉 善 盟 额 济 纳 旗
加强黑河流域防凌段巡查

本报3月 20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赤峰市
生态环境局持续推进排污许可领域“放
管服”改革，推动排污许可管理工作提质
增效。

据悉，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将全市所
有简化管理类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审批
权限委托下放给旗县区分局。同时强化
上下协调联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
下放权限接得住、用得好。该局还对首
次申请、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
位，开展发证前现场核查，督促排污单位
按规范完善申报信息，提高发证质量。
审批权限下放后，赤峰市各地已核发排
污许可证61张。

赤峰市推进排污许可领域
“ 放 管 服 ” 改 革

本报 3 月 20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近日，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森林火
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在武
川县全面开工，预计7月底前全部竣工。

据悉，该建设项目于2021年开始计
划申报，2023 获得批准实施，总投资
2235 万元，其中，中央投资 1788 万元、
地方配套投资447万元。项目建设内容
包括在新城区、武川县新建林火视频监
控系统 7套；在新城区、土左旗、武川县
新建防火检查站25处；改造武川县营房
650平方米、物资储备库120平方米、车
库125平方米，硬化院落400平方米；购
置运兵车10辆、消防水车7辆、工具车8
辆，无人机5架，以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装
备、野外生存装备和扑火机具等。

呼 和 浩 特 市 森 林 火 灾
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开工

本报 3 月 20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 实习记者 潘佳慧）记者从自治区
林草局获悉，我区自2023年启动实施重
要草种质资源普查收集项目以来，已完
成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锡林郭
勒盟 4 盟市的外业普查和资源收集任
务。共收集包括羊草、冰草、披碱草、扁
蓿豆、老芒麦在内的重要草种质资源
950份，并已逐步开展鉴定评价和登记
入库工作。

本次普查收集，是对内蒙古草种质
资源的分布状况、群落类型、生长环境、
生长状况、保存状况、环境影响等方面进
行的一次全面体检，对于安全保存和合
理利用野生草种质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此项工作将为助力奶业振兴和打赢“三
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作出积
极贡献。

我区重要草种质资源收集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果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冰雪消融，春意渐浓。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
海镇组建党员义务宣传队，走村入户宣传森林防
火的重要性，营造守绿、护绿、植绿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凉城县岱海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一
盘棋”、巡查管护“夯基础”、宣传引导“明方向”，积
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保护和发
展有机结合起来。围绕“做实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的工作目标，持续开展造林绿化工作，全镇生态环
境质量稳步提升。先后荣获“国家级特色小镇”“国
家卫生乡镇”“自治区森林乡镇”等荣誉称号。

岱海镇位于乌兰察布市南部，素有“北山南
滩九河道”之称，镇域土地面积 166.59 平方公
里，现有林地7.22万亩，草地8.1万亩。为了打通
林草湿地资源管护“最后一公里”，该镇建立了

“两级林长+网格护林员”的工作机制。根据各
村工作实际、管护难易程度，设置了镇级林长10
名，村级林长10名，村级网格员44名，形成责任
明确的资源保护网格；建立镇、村党员干部“党
建+林长制”责任区，按照镇林业站划定的包片
包村责任区域，履行森林资源保护职责。2023
年，镇级林长巡林 96次，村级林长巡林 384次，
网格员巡林2160余次，巡护率均达到100%，做
到守林有责、守林负责、守林尽责。

森林乡镇的“守林三责”

□本报记者 阿妮尔

万物复苏季，植绿正当时。在恩格贝生态示
范区，一片“海关林”郁郁葱葱，将恩格贝装扮成
一道绿色风景线。

恩格贝地处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中段，距
离包头市约40公里。2007年起，呼和浩特海关
所属包头海关参与恩格贝防沙治沙建设，坚持植
树造林17年。

“当年种下去的树苗因为缺水和气候等原因，
成活率并不高。我们就开始打井、引电，有了水源
和后期的维护，树苗成活率便有了保障。”3月12
日，包头海关空港监管科科长叶锋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起初建“海关林”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沙漠深处沙化最严重
的黑城，也有一片“海关林”。早在2008年，额济
纳海关的第一批建设者，便开始在居延海边组织
种植梭梭树，直到2016年，选择黑城附近的戈壁
滩作为“海关林”种植基地。

由于驻地常年干旱且风沙大，一开始梭梭树
苗成活率只有 50％左右。针对这种情况，额济
纳海关采取铺设滴灌管道，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等措施，将梭梭成活率逐渐提升至80%。

一棵、两棵、十棵、百棵，越来越多成活的苗
木形成一片林海，在戈壁沙漠筑起一道“绿色屏
障”。截至目前，包头海关和额济纳海关已在沙
漠戈壁栽种林木1.9万余棵、造林面积200余亩。

戈壁荒漠中的“海关林”

□□本报记者 刘玉荣 实习生 潘志鹏 摄影报道

当春回大地，鸥雁北归之时，内蒙古大兴安岭依
然是一片雪色苍茫。就在这厚厚的银白底色中，一
片盎然绿意点缀其间，这便是内蒙古森工集团阿里
河森工公司林木种苗中心的“童话世界”。5年生苗
木不畏严寒傲然挺立，以绿之魅力装扮着林海雪原。

总面积762亩的林木种苗中心，共有19个育苗
区，年育苗能力 1500株以上。中心主任李士成介
绍：“这里主要培育兴安落叶松、云杉、西伯利亚红松
等常规和珍贵树种，为绿化造林提供质量优良、数量
充足的苗木。”。

近年来，该公司以林长制为抓手，聚焦种苗培
育、绿化造林、森林管护等工作，把生态保护作为最
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尽到“护绿”责任，做好

“增绿”文章，在打造美丽中国中彰显林业担当。

阳春三月，春风渐暖，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丰
富多彩的义务植树活动。人们将株株树苗植入
土壤，过不了多久，点点新绿就会连接成线、铺展
成片，变为大地上最美的颜色。

3 月 21 日是世界森林日。内蒙古是国家重
要的森林基地之一，森林面积 3.57 亿亩，居全国
第一。

面对丰富的森林资源，如何保护森林资源，
科学实施可持续经营，成为我们的“硬”任务。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不破坏森林资源而又能
实现多重目标的最有效的实践活动。除了林产
品供给之外，还要适度经营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
附加值，为人类生活提供游乐场所，发展森林康
养业，发展林下经济等。

我们要将关注点从注重增加森林面积转向
面积与质量并重，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数字林
业、智慧林业，从而不断探索创新森林经营模式，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为走好森林可持续经营之路
打下坚实基础。

走森林可持续经营之路
◎正文

林海雪原现绿洲林海雪原现绿洲

观察苗木的耐寒性观察苗木的耐寒性。。

检测种堆温度检测种堆温度。。

雪中挺立的雪中挺立的 88年生西伯利亚红松苗木年生西伯利亚红松苗木。。

内蒙古森工集团阿里河森工公司林木种苗中心育苗区内蒙古森工集团阿里河森工公司林木种苗中心育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