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保

“前些天我们 24 小时轮班值守，
防止老百姓耕地时拱地头扩地边，因
为多耕一犁，湿地面积就少一块。现
在农作物已经全部播种完了，湿地一寸
都没丢……”6月 5日，望着湿地公园内
茂密的植被，刘成伟的心情放松起来。

刘成伟是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境内的内蒙古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局管护站长，一位退伍军人，一位湿地的忠诚
守卫。

2015年开始建设的索尔奇湿地公园，是大兴
安岭东麓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这个湿地公园比
较特殊，辖区内有140公顷耕地，而且周围都住着
老百姓，常年遍地牛羊鸡鸭，小草一露头，就被啃
食了。”刘成伟向记者介绍。当时最难的就是清理
这里的住户和牛羊，挨家挨户软磨硬泡做工作，慢

慢地住户是搬出去了，可大家还是要去放牧，每天
都打“游击战”。

为了精准测量公园内部耕地的土地台账及
实际面积，刘成伟带领管护员一块地一块地量，
1256.37 公顷的湿地穿山越岭走个遍，一路下
来，耕地的详实数据得到了彻底排查，人却瘦了
一大圈。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2017年索尔奇湿地公园

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验收，2020年 7月
又被列入自治区第一批重要湿地名录。

当年最不理解他们的复兴旗六间
房村养殖户王立柱，现在也成了湿地管
护的忠实拥护者。“我家的耕地就在湿
地下游，以前没有植被一到雨季庄稼就
被洪水冲了，现在再也不用遭受那样的
灾害了。”王立柱不好意思地说。

作为一名老党员，工作 30年来，刘成伟始终
牢记初心，勇于担当。从湿地公园成立至今，每年
找关系托人情来湿地内要打鱼摸虾、捕鸟抓兔的
人有很多，刘成伟都要耐心做思想工作。

望着湿地内连绵起伏的蒋家大山、华美如盖
的魏大沟草甸，刘成伟的心情很急切——尽快完
成公园本底调查、完善科研监测设施设备、加强科
普宣教，守护这里的美，更要展现这里的大美。

索尔奇湿地的忠诚守卫
□本报记者 李国萍

6月 13日一大早，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
堡乡护林队长李美存前往位于杨家川大河南
面的管护区。“局里刚发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排
查林地病虫鼠害情况，74名护林员已全部上
线……”58岁的老党员李美存熟练地操作着
手机，向记者展示。

“坑再挖得深一些，树根才能舒展……”赤
峰市敖汉旗林草局派出的包联敖润苏莫苏木
工作队长孙海波，边挖土边指导大家，忙得不
亦乐乎。

“今年我们在林下套种银杏树1000余亩，
预计 10 月份采摘鲜叶时，亩产可达到 500
斤。”在兴安盟突泉县，通过发展特色林下种
植、养殖产业等林下经济，实现了“生态+产
业”双赢。

仲夏时节，自然万物拔节生长。一棵棵树
苗在工人们的精心栽植下，生根发芽；一片片
树林在护林队伍的呵护下，枝叶繁茂。近年
来，内蒙古各地坚持将保护草原森林作为首要
任务，把防沙治沙作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区扩绿增绿力度持
续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精心组织实施重大
生态工程，累计防沙治沙 1.48 亿亩、营造林
1.37亿亩、种草3.36亿亩，森林覆盖率、草原植
被盖度持续“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续

“双减少”，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祖国北疆这道万里
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

有人植绿，有人护绿，有人享绿，辽阔的北
疆大地，久久传唱“绿色”故事。

“从2月份开始，我们就抽调43名技术骨
干组成10支工作队，下沉到18个乡镇苏木街
道、4个国有林场生产一线，展开全程质量跟
踪和技术指导。”赤峰市敖汉旗林草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经过
3 个多月的奋战，赤峰市目前完成防沙治沙
27.72万亩，包括人工造林、封山（沙）育林、退化
林修复、围栏封育、工程固沙和光伏治沙等工程。

“种上树，环境更好了，空气更清新了，管
护森林也是一种享受。”李美存抚摸着碗口粗
的油松树干动情地说，“这片树林是2002年开
始种植，为了防止人为破坏和牲畜啃食，多少
年我们就在边上守着。”看着这片郁郁葱葱的
林海，李美存很有成就感。

北堡乡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东南部，
气候干旱少雨，苗木成活率极低，在陡坡上种
树要先把石头刨开才能看见土层，所以抚育
好、管理好这来之不易的600多亩林海是全县
林业系统的重任。为了构建起全覆盖、网格化
的森林资源管理网络，清水河县林草局把全县
149.94万亩林地划定为405个管护责任片区，
一个片区就是一个护林员的责任管护范围，使
片区成为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的基本单元。

“护绿就是要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做好国
家和地方公益林、禁牧休牧管理工作，保证管
护区域内的森林、草原不受破坏，守护好来之
不易的绿化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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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维护森林管护体系建
设，呼和浩特市基本形成了旗、乡镇、村三级管

护网络。通过人工看护、林政管理、森林防火、
病虫害防治等措施，森林案件发生率显著降
低，人畜破坏林木现象减少，基本遏止了乱砍
滥伐、火灾和病虫害的发生，森林管护取得了
明显成效。

绿色是生态的本色，也是发展的底色。
“绿色家底”越厚实，发展的质量就越高、后劲
就越足。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通过发展林下赤松
茸种植，成功将沉睡的林地资源“唤醒”。去
年，该县向阳峪镇太平山村，将50亩杨树林用
来种植赤松茸，今年即可采摘两茬。阿荣旗具
有林地优越和土壤肥沃等自然优势，全县将通
过种植羊肚菌、紫花脸、榆黄蘑、木耳等特色菌
类，带领更多的群众发家致富。

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发来甸子村村
委会东山坡上，900余亩的山杏林经过一个多
月人工嫁接大扁杏枝条，老树重新焕发了活
力。预计4年后开始挂果，亩产可达200斤以
上，每亩效益将超千元。

在呼和浩特市，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
袋公园承载了市民们满满的幸福感。从2021
年起，全市全面展开“一见青芯”口袋公园建设
行动，通过不断优化城市绿地布局，“巴掌大”
的边角地、闲置地，见缝插针式的小公园随处
可见……

植树造林，让山川披绿，不仅仅在于实现
生态价值。森林既是水库、钱库，也是粮库、碳
库，只要利用得当、用心经营，就能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点绿成金”，让生态红
利惠及更多人。

从植绿护绿到享绿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实习记者 潘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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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绿野新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累计防沙治沙1.48亿亩、营造林1.37亿亩、种草3.36亿亩，重
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近期，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的“亮丽北疆 逐
绿而行——内蒙古绿色矿山特展”吸引了众多游
人的目光。看着昔日灰色的矿坑披上“绿装”，金
黄的油菜花在排土场上竞相开放，不少人感受到
了内蒙古逐绿前行的决心和成效。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就必须协调处理好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于资源富集的内蒙古来
说，持续推进矿区地质环境修复治理，是必须要
做好的一道“必答题”。

截至2023年底，内蒙古共有344家矿山纳入绿
色矿山名录，其中47家纳入国家绿色矿山名录。

面对成绩，我们绝不能有“躺平”心态。全区
各地还应实事求是制定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目标，
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提振企业信心。扭转一
些中小型矿企对绿色矿山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局面，继续巩固、扩展绿色矿山建设成果，持续
为矿山植入“绿色”基因。

为矿山植入“绿色”基因
◎正文

本报 6月 19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包头市
紧抓“双碳”机遇，全力推进工业领域节
能降碳。推动实施包钢包瀜 10万吨碳
化法钢渣综合利用项目、包钢（集团）公
司 200万吨碳捕集利用等项目，加快达
茂零碳园区和东河铝业低碳园区建设，
现已建成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园区 7个、
绿色工厂49家、绿色设计产品73个。

此外，包头市积极发展林草碳汇，
打造了全国首个林草碳汇综合管理平
台，碳达峰碳中和林草碳汇（包头）试验
区获评“全国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
例”，包头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
试点城市。

包 头 市 全 力 推 进
工业领域节能降碳

本报 6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近日，由内蒙古水利科学研究院主持
承担的“黄河南岸（内蒙古段）基于生态
安全地下水承载能力提升灌溉模式和管
理机制研究”项目，通过自治区水利厅验
收。该项目研究成果可为区域地下水灌
溉承载能力提升提供技术指导，为研究
区域乃至全国地下水灌区超载治理提供
参考，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该项目为内蒙古水利科技项目，以
黄河南岸（内蒙古段）地下水灌区为研究
范围，进行地下水灌溉演变过程分析、地
下水灌溉高效利用模式研究与应用、基
于生态安全的地下水灌溉承载能力提升
模式研究与应用，以及地下水灌溉管控
机制研究。

我区一水利科技项目
通 过 水 利 厅 验 收

本报 6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西辽河是辽河的上游，也是辽河的最
大支流，其干流主要在通辽市境内。记
者近日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内
蒙古全力推进西辽河流域生态恢复和综
合治理，西辽河干流连续 4年实现“有
水”目标，过水河段逐年延长。

据悉，从 2020年起，自治区对西辽
河实施水量调度，当年水头行进至苏家
堡枢纽下游32公里处；2021年，水头行
进至苏家堡枢纽下游 86公里处；2022
年，水头最终推进至总办窝堡枢纽下游
18 公里处。2023 年干流过水长度达
135.15公里。如今，西辽河流域地下水
位稳步回升，地表水面持续扩大，天鹅、
大雁等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较高的候鸟
陆续回归，流域生态复苏迹象逐步显现。

西辽河干流连续4年
实 现“ 有 水 ”目 标

本报 6 月 19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近日，国家草产业知识产权大数据平
台进入试运行阶段，这将为我区乃至全
国草品种选育、苜蓿草生产加工技术研
发、专利布局模式和专利运营策略提供
更加全面的指引和支撑。

据了解，国家草产业知识产权大数
据平台汇集全球专利1.76亿+、商标、品
种、地理标志、标准、论文等 7类知识产
权数据资源，可供产业创新主体免费查
阅与下载，助力科技创新。平台将重点
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管理，提
供一站式全流程的服务。

蒙草生态作为国家草产业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的建设单位，充分发挥国家草
产业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作用，坚持实
施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加强草产业知
识产权全产业体系规划，服务全国乃至
全球草业科技。

国家草产业知识产权
大数据平台试运行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近日，围绕推进全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和
“三北”工程六期建设及年度防沙治沙任务，赤峰
市敖汉旗政协、旗委组织部、旗检察院组成联合
调研组深入到古鲁板蒿镇，实地调研“千亩治沙
工程”建设情况，意在合力攻坚，打好、打胜、打赢
敖汉沙地歼灭战。

“千亩治沙工程”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的敖汉
旗古鲁板蒿镇康家营子村境内，是今年春季由敖
汉旗林长制办公室和旗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打造
的一处“党建红、检察蓝、生态绿、乡村美”精品治
沙工程暨千亩沙棘产业试点示范基地。该工程是
敖汉旗“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代表性工程，
分两期完成，今年实施的一期工程已完工，完成造
林面积 500 亩，栽植沙棘 42000 株。

工程建成后，不仅可有效减少风沙灾害的发
生频率和强度，而且栽植的沙棘 4 年后可挂果，
亩产 0.5 吨，一次可采收沙棘果 250 吨。2年
采收一次，年均每亩纯收入可达 800—1000
元。附近 4个村平分收益，预计每村每年收益
在 10 万元左右。

近年来，敖汉旗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提升
党员干部“爱绿、植绿、护绿”意识，形成了“组织
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强大工作合力。下
一步，“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将充分发挥双方
职能作用，继续在林业资源、野生动植物保护等
方面协作配合，协同发力。

千亩沙棘治沙护绿又增收

□本报记者 张慧玲

6月，在兴安盟科右中旗雅玛图小流域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项目区，蓝天如洗，绿草如茵。在
纯净的蓝与娇嫩的绿“拼接”中穿行，大自然的

“撞色”之美让人心旷神怡。
这样好的景致得益于2023年雅玛图小流域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往年，这里就是一片荒
芜之地，如今大变样。小流域内在保护好现有植
被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治理沟道，做到工程、林草
措施相结合，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相结合，建立
了多层次水土保持防御体系。”水利部牧区水利
科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室副主任刘虎说。

近年来，科右中旗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小流域治理成为该旗“生态立旗”的必答题。

2023年5月开工建设，并于当年竣工的雅玛
图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是国家水土保持
重点工程，位于杜尔基镇，属嫩江水系霍林河流域，
小流域一度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经
过治理，雅玛图小流域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000公顷，治理程度88%，流域内年保土量2.02
万吨，调水量19.75万立方米。项目通过实施调流
减蚀工程，有效改善了霍林河中上游生态环境，提
高抗灾减灾能力，保护黑土地资源，提升土地生产
能力。改善了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并对周边
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雅玛图综治”换来好景致

□文/本报记者 李国萍 图/闫伟

每年5月至6月间，位于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的百万亩藏锦鸡儿花竞相绽
放，变成花的海洋。

藏锦鸡儿，是一种俗名叫“黑猫头
刺”的植物。作为自治区二级保护植物，
对生存条件的选择较为严苛，一小块藏
锦鸡儿的形成需要长达70—100年的时
间。它枝叶茂密，根系粗壮，抗寒，耐干
旱。因株丛紧密，能拦截细沙，即使沙埋

后，仍可产生不定根，并可形成新的株
丛，具有较强的固沙能力。

鄂托克前旗境内的藏锦鸡儿均是野
生植被，广泛分布于西鄂尔多斯毛盖图藏
锦鸡儿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124.87万
亩。近年来，为保护西鄂尔多斯藏锦鸡儿
草原荒漠化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鄂托克
前旗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西鄂尔多斯毛盖图藏锦鸡儿自然保护区
不定期检查制度》《护林员管理办法》，杜
绝各类工程项目进入保护区，以确保生态
环境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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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的游客赏花的游客。。

藏锦鸡儿花藏锦鸡儿花。。

行走花丛中行走花丛中。。

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百万亩藏锦鸡儿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百万亩藏锦鸡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