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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在消化的过程中会产生甲
烷，而甲烷是温室气体的一种。如何减
少规模化养殖中的碳排放，一直以来，中
外的科学届都在为此作出努力。“我们从
2022年开始着手研发反刍动物减碳增产
饲料，经过团队400多人上万次试验，最
终找到了即能减碳又能提高单产的一种
绿色植物提取物。”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
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这款名为“绿牧
优加”的减碳增产饲料已经运用到了牧场奶牛养殖
过程中，据测算，能减少奶牛甲烷排放20%以上，同
时提升奶牛日均牛奶单产2公斤以上。

8月5日，记者在优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
场看到，一头头健壮的奶牛正悠然自得地享用着
美餐。最初，研发团队发现奶牛瘤胃微生物降解

营养物质，生成挥发性脂肪酸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甲烷，并造成奶牛6%—10%的能量损失。于是，
团队利用体外人工瘤胃仿生技术，模拟奶牛瘤胃
真实消化环境，通过研究降低甲烷的植物基原
料，利用甲烷抑制剂减少瘤胃甲烷排放、植物提
取物提高瘤胃氮利用效率，改善发酵效率，进而
促进生产水平的提升，同时降低甲烷排放量。

在牧场饲喂试验阶段，研发团队
利用动物碳排放监测设备GreenFeed
测定奶牛甲烷排放量，最终根据系统
数据，调整出了降低甲烷和提高牛奶
单产相互平衡的最佳营养配方。

奶业是内蒙古的优势主导产业，如
按照10000头泌乳牛的牧场群体计算，
使用减碳增产饲料可以降低20%甲烷，

每年可减少250吨甲烷量计算，相当于植树造林
1200公顷或减少4000辆轿车的尾气排放，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目前，该饲料已在优然牧业自有牧场中得到
较为广泛的应用。优然牧业牵头与100多家大型
牧场共同发起“百家牧场百万头奶牛低碳倡议”，
倡导低碳养殖、绿色发展。

低碳养殖 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李国萍

8月，是全国的用电高峰期。在全国重要能
源输出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各煤炭企业开
足马力，滚滚“乌金”沿着铁路“大动脉”源源不
断运往全国各地。而与煤炭相生相伴的固废煤
矸石、粉煤灰去哪儿了？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
通过科技创新加持，煤基固废正经历“72”般变
化，化身为各种价格不菲的新材料。

在内蒙古佳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大型窑炉内火光四射，两条生产线全速运
转。一边，固废煤矸石经粉粹、成型、煅烧等工
艺流程后，成为了广泛应用于窑具、耐火砖等产
品制造领域的高档耐火材料堇青石。另一边，
电厂燃烧后产生的固废粉煤灰被制成了大小不
一的填料球。

“准格尔旗的煤矸石硅铝含量高，铁钛含量
低，白度好、体密大，非常适合制作无机非金属
新材料。我们当时选择落户到这里，主要是看
中了这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宝贵资源。”内蒙
古佳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翠说。

2016年，内蒙古佳汇新材料有限公司顺利
落户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8年来，公司组建研发团队，围绕准格尔旗当
地的各类煤基固废进行深度研发，顺利转化落地
莫来石、堇青石、陶瓷纤维针刺毯、填料球4个产
品，并迅速在国内相关市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经常供不应
求。这些煤基固废转化成为新材料以后，销售平
均价格在3000元每吨。”高翠表示。

有了先行军，准格尔经济开发区的无机非

金属新材料产业开始全面起势。自 2016年以
来，短短几年间，便有 15家无机非金属新材料
企业和一家研发机构相继落户，固废煤矸石、粉
煤灰继续变身成为 M45莫来卡特、精铸砂、微
晶球等应用于化工、航天、陶瓷等各领域的新材
料产品。

“煤机固废主要包含选煤洗煤过程中产生
的煤矸石和电厂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准
格尔旗煤炭资源储量惊人，目前每年排出煤矸
石约5000万吨，粉煤灰约200万吨。如果得不
到有效利用，不仅占用土地、污染河道，还会造
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让这些‘放错的资源’真正
发挥价值，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2020年，内蒙
古工业陶瓷设计院应运而生，作为总工程师，薛
友祥与一众来自山东工业陶瓷研究院的专家学
者通过反复调研，经历上百过千次试验，在国内
首创煤矸石低温热处理制备陶瓷活性粉体等 5
项专利技术，并顺利促成万吨级陶瓷活性粉体材
料、发泡陶瓷两个产品开始进入中试验证阶段。

“以煤矸石、粉煤灰为基础，通过技术的研
发，可以生产包括绿色建材、提取氧化铝，做一
些高端活性粉体、高端耐火材料。目前，我们已
经成功开发一些绿色建材和标准化原料，下一
步将继续延长产业链条，向更高端的方向进
军。”薛友祥说。

在推动科技创新研发的同时，一大批煤基
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项目也在加速建设中——

内蒙古汇能硅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煤矸石粉煤灰资源化综合利用示范项

目，主要依托准格尔煤田产生的高铝煤矸石、高
铝粉煤灰等固废原料，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先
进工艺生产硅铝新材料；

内蒙古华宜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项目，与清华大学技术团队合作，围绕
准格尔旗的煤矸石、粉煤灰研发出20余种定型
和不定型陶瓷基复合材料；

内蒙古三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煤矸石综
合利用项目，将利用固废煤矸石生产广泛应用
于涂料、电线电缆、高档玻璃纤维等领域的低能
耗高岭土产品 ......

“准格尔地区有储量丰富、性能优异煤基固
废资源，开发利用价值优势明显。科技研发的
投入，可为准格尔地区进一步建设百万吨乃至
千万吨级煤矸石综合、粉煤灰综合利用产业基
地、打造上百亿元产业规模的无机非金属材料
产业园区，奠定良好的基础。”薛友祥表示。

来自准格尔旗工信和科技局的报告显示，
截至2023年末，全旗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9家，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43家，实现“三清零”的规
上工业企业达到42家，旗内自治区级以上科研
平台增至37个。

“双碳”目标时代背景下，准格尔旗不断强
化以科技创新为重点的动力支撑，着力构建“研
发—中试—孵化—加速—产业化”科技创新链
条，搭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
三位一体合作体系，将漫山遍野的煤基固废变
身成为畅销市场的“抢手货”，让放错地方的资
源得到循环利用。

看煤基固废的“ 72 变”
□本报记者 帅政 通讯员 王丽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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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让放错地方的资源得到循环利用，成为
畅销市场的“抢手货”——

［绿眼］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李国萍）
记者从蒙草生态获悉，今年6—7月，蒙草
生态连续中标18个生态治理项目，包括多
个“三北”工程重点建设项目，涉及大规模
沙地综合治理、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风电光
伏一体化治沙等多个方面。截至7月，已
调拨近1000吨各类种子至治沙前线。

据了解据了解，，3030年来年来，，蒙草生态依托科研蒙草生态依托科研
技术技术、、种源保障种源保障、、创新机械等核心优势创新机械等核心优势，，
围绕草种围绕草种、、牧草牧草、、生态修复生态修复、、机械研发等机械研发等
开展联合攻关开展联合攻关，，汇集专利数据库汇集专利数据库，，生成智生成智
慧解决方案慧解决方案。。在种源保障方面在种源保障方面，，智能立智能立
体库存超体库存超10001000吨吨，，其中治沙用种其中治沙用种2020余种余种
近近500500吨吨。。在创新机械方面在创新机械方面，，拥有踏勘拥有踏勘、、
动力动力、、耕整耕整、、播种播种、、养护养护、、数字化监管等机数字化监管等机
械设备械设备12701270余台余台，，实现全流程自有机械实现全流程自有机械
化作业化作业，，保障大规模防沙治沙保障大规模防沙治沙。。此次多此次多
个项目落地个项目落地，，蒙草生态将从技术蒙草生态将从技术、、产品产品、、
质量等综合服务上为质量等综合服务上为““三北三北””工程攻坚战工程攻坚战
等规模化生态治理提供技术支撑等规模化生态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蒙草生态调拨近1000吨
各 类 种 子 至 治 沙 前 线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张慧玲）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8月 4日，黑
河开始实施本年度关键调度期第二次

“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措施，集中向下游
输水。本次调水时间不少于 7天，并根
据来水和降水情况尽可能延长闭口时
间；非集中调度期间，适时采取洪水调度
或限制引水措施，多措并举，尽可能增加
正义峡水文断面下泄水量。

据悉，今年以来，黑河来水偏枯，额济
纳绿洲生态恢复和东居延海生态治理任务
艰巨。自治区水利厅根据来水实际情况，
加强水资源管控，科学调配，优化细化额济
纳绿洲水资源配置方案，优先向东居延海
补充一定水量，灌溉额济纳绿洲，并提前疏
浚东居延海入湖通道，保障输水通畅。

黑河实施关键调度期
第二次集中调水措施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霍晓庆）
记者从阿拉善盟林草局获悉，自治区防
沙治沙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
帅”项目——“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典型
绿洲防护体系和沙漠边缘防风固沙林
草带建设技术示范”项目，于日前启动。

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绿洲过渡带经
过近70年的生态建设，土地沙化趋势得
到控制，生态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沙
漠绿洲过渡带生态系统脆弱，导致绿洲
防护林体系退化，生态系统功能减退。
该项目将通过研究区域林田草沙时空
格局与水资源承载力及防风固沙林草
带营建技术，构建沙漠边缘防风固沙林
草带技术集成与示范区，示范区林草综
合植被盖度将提高 5%以上，防风固沙
功能提高10%以上，腾格里沙漠绿洲防
护林体系建设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 区 腾 格 里 沙 漠
“揭榜挂帅”项目启动

一朵朵、一簇簇圆润饱满的白
木耳，宛如盛开的白牡丹，用手轻
轻触摸，柔软中带着弹性。立秋之
际，呼伦贝尔市牙克石林场采摘园
里的白木耳进入了采摘季。

牙克石林场依托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通
过大力发展以“林+药+菌+草+畜
禽”为主的林农经济，持续提高林
下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值，，推动了推动了
农旅深度融合农旅深度融合。。目前目前，，整个林场建整个林场建

成了集种植、采摘、旅游、休闲等
功能于一体的农林生态采摘园，
园内的西瓜、哈密瓜、黑加仑、菌
类等品类深受消费者欢迎。

发展绿色森林特色产业，牙
克石林场的未来规划十分明确。
推进森林康养、森林旅游与生态
产业基地等项目共同发展产业基地等项目共同发展，，为当为当
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游也为游
客提供一处旅游客提供一处旅游、、观光观光、、休闲的好休闲的好
去处去处。。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实习生 邬思湉

几场雨后，柠条长势越发旺盛，散发出草木
的清香。眼前的茫茫碧野，是雷爱强家的草牧
场，也是名副其实的“绿色财富”。

雷爱强的家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伊和乌素
苏木哈夏图嘎查，位于库布其沙漠的边缘，曾因
草场沙化严重，一度只能租草场放牧。2001年
起，他开始在自家沙化的草场上种柠条，如今，
2400亩草场已经全部覆绿。他还引进设备，将
平茬下来的柠条加工成颗粒饲料，不仅能满足自
家羊的日常口粮，还能出售一部分增收。如今，
年收入近 30万元的雷爱强，成了远近闻名以生
态致富的榜样。

2021年，伊和乌素苏木启动实施百万亩草
牧场改良项目，引进专业柠条种植企业对柠条前
期种植、中期养护、后期验收进行全过程管理，保
障柠条成活率。农牧户负责柠条的日常管护，每
年能拿到 10元/亩的管护补贴。同时延长产业
链条，引入大型饲草料加工企业，实现柠条、杨柴
就地转化。

好政策推动、好榜样带动，当地农牧民踊跃
参与到草牧场改良项目中。据介绍，百万亩草牧
场改良项目实施以来，全苏木共完成草场改良
74.4 万亩，其中农牧民累计自主修复草牧场
62373亩，累计向改良户农牧民发放700多万元
的种植监护管理费，农牧民真正成为了生态保护
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草牧场改良绿了草场富了牧民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入秋时节，草木繁茂，黄杏飘香。走进赤峰
市敖汉旗新惠镇小四家子退耕还林工程山杏林
采摘现场，果农、游客穿梭林间，采摘、装箱一派
繁忙景象。一坡坡、一岭岭的山杏林不仅筑起了
绿色屏障，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丰盈起来。据不
完全统计，今年赤峰市可产山杏核 9.6万余吨，
按每公斤10元计算，可为当地农牧民增收9.6亿
元。

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依托地域特点，大面
积嫁接大扁杏优良品种，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双
赢。除了敖汉旗，赤峰市松山区、巴林左旗等依
托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及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国家重点工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全市山
杏林总面积达1064万亩。其中成林面积为893
万亩，山杏资源面积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主要
分布在沙地、山地和丘陵，杏核年产量近万吨。

赤峰市现已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和措施，将生
态林向生态经济兼用林转化，充分发挥仁用杏经
济价值。同时，还进一步改善优化山杏品种，已
引进、驯化、选育的品种有西伯利亚杏、围选 1
号、龙王帽、优 1 等 10 余个，并大面积嫁接大
扁杏优良品种，盛果期平均亩产杏核可达500公
斤以上。“十四五”以来，赤峰市各地采取封育措
施封育山杏 30万亩，进行仁用杏嫁接改造良种
面积达到34.8万亩。

种植山杏林美了荒山鼓了钱袋

近日，包头市土右旗美岱召镇美岱召村的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案例作为典型经验，在国家级会
议上被推广。该地充分结合实际建设，实现节约
水资源、降低灌溉成本、美化生活环境。同时，对
景区农家乐以及美岱召中学生活污水进行兼并
处理等特色亮点也备受关注。

细观美岱召村治理成功的经验，关键在于当
地的有解思维，能够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站在群
众用水和资源节约利用的角度实施工程。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仅是一项生态环境治
理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2024 年，内蒙古要
完成 400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全区
各地面对农牧户居住不集中、区域生态环境脆弱
等生活污水治理难题时，也应树立有解思维。针
对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科学选定治理模式，采
取“量身定制”之策，让农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有里有面”，真正顾及生态环保又惠及农牧民。

农牧区治污要“有里有面”
◎帅政

绿色森林绿色森林““孵孵””出特色产业出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安金鑫 摄影报道

黑木耳丰收了黑木耳丰收了。。

圆润饱满的白木耳圆润饱满的白木耳。。

哈密瓜长势喜人哈密瓜长势喜人。。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林场风景如画呼伦贝尔市牙克石林场风景如画。。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帅政）记
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引黄济
岱”应急补水工程，截至 2024年 7月底
共为岱海补水3530万立方米，有效遏制
了岱海湖面萎缩。

此外，为进一步控制岱海湖面的萎
缩，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实施岱海周边26
万亩退灌还水（水改旱）项目，年节约地
下水2600多万立方米；完成了岱海电厂
水冷改空冷工程，严禁取用岱海水，严禁
生产抽取地下水，年节约岱海湖水和周
边地下水1100多万立方米。同时，对岱
海周边入湖河道开展疏浚清淤，增加河
道径流量补给；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增加降雨量。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岱海面积达到“十四五”时期考核要求。

“引黄济岱”工程已为岱海
累计补水3530万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