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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今年2月份对1#辊道窑施
行热障辐射材料喷涂，运行5个多月以
来，节能减排效果明显，耐材材料在生
产过程中电力消耗降低16.6%，预计年
度节电约 32万千瓦时。”8月 12日，包
头市利晨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对这项新技术十分认
可。同样受益于这一技术的另一家企
业，在热风炉喷涂热障辐射材料后，节能率达到
20%，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0.42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1.1万吨。

耐材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近年来已进入
瓶颈期，市场上急需更加绿色节能的高性能功能
材料。为此，包头市安德稀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德稀耐）研发团队与包头稀土研究

院天津分院成立联合实验室，将稀土化合物、过
渡金属氧化物原料与载体粘结剂有效整合，在材
料中掺杂镧、铈、镱、钐等稀土元素，与过渡金属
氧化物形成固溶体，攻克了传统耐火材料隔热保
温性能差、辐射热利用少、烟气尾气流失热量多
等难题。

“目前我们通过‘稀土+耐材’这一技术，生产

的耐火材料达到了功能化、轻量化、绿
色化特征，深受市场青睐。”安德稀耐
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计平说道。对此，
内蒙古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郝先库持同
样的观点，他说，窑炉工作温度一般在
1000℃以上，大量热量通过炉壁与烟
气向外传递，造成热量浪费的同时，也
消耗了热能源。所以如何提高高温环

境中物质的发射率，又能缩短被加热对象的受热
时间，才是实现节能增产增效的关键。

目前，安德稀耐研发的“稀土热障辐射涂料”
“稀土锁热控能涂料”等相关产品已获得12项专
利授权。今年，年产12万吨镧铈应用稀土新材料
转化基地项目已投产，产品可为终端客户实现
15%以上的节能效果。

“稀土+耐材”节能又减排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李宝乐

路，在这里绵延；绿，也在这里绵延。
这里是赤峰市翁牛特旗，在这里，路不仅仅

是路，还承载着防沙治沙的功能，连通着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

7月下旬，沿着全长91公里、横贯科尔沁沙
地、内蒙古境内最长的沥青混凝土穿沙公路——
乌白公路驱车行驶，道路两侧的樟子松绿意盎
然，成片的柠条和沙柳随风摇曳。

翁牛特旗是赤峰市境内沙地分布最广、面
积最大、沙化指数最高的地区，沙化土地面积达
到728万亩，约占全旗总土地面积的41%、全市
的1/4。

在多年与土地沙化的博弈中，翁牛特旗创
造性地提出“以路治沙”思路，举全旗之力，向沙
地进军。“从 2003年第一条穿沙公路修建通车
至今 21年间，翁牛特旗先后开通图哈线、乌白
线等16条穿沙公路，总里程479.5公里，累计完
成沙地综合治理578万亩。”翁牛特旗交通运输
局长战廷辉说。

16条穿沙公路纵横交错，将沙地切割成若
干生态治理区。路修到哪里，草方格就织到哪
里，绿色就绵延到哪里。乌白公路是第13条穿
沙公路，2021年 4月开工，10月建成通车。虽
然在国家公路路网内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村道，
但却是翁牛特旗举全旗之力建设的一条生态旅
游产业路。这条路途经 4个苏木（镇），串起了
沿线周边的特色产业、生态农牧业、红色研学点
和特色旅游资源，形成了“公路+生态+产业+旅
游”等多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了一条

“产业因路而兴、农村因路而美、农民因路而富”
的“绿富同兴”精品示范路。

“以前去一趟乌丹镇，短短 100多公里，要
绕路走三四个小时，乌白线通车后，一个多小时
就到了。”白音套海镇响水村民刘向军说。

在阿什罕苏木乌兰敖都嘎查党支部书记苏
和巴特尔看来，乌白路是一条便民路，更是一条
生态路、致富路。他说：“以前没有公路，牧民想
去哪里都不方便，生产生活资料的运输更是难
上加难。现在通了乌白路、乌日路、图哈路共3
条农村公路，不仅牧民出行方便了，更重要的是
生态越来越好，带动了牧民的收入增长。”有了3
条连心路，如今，乌兰敖都嘎查家家都有了私家
车。

乌兰敖都嘎查有 35 万亩沙地，常住人口
800人。公路修通以后，当地在沙地扎上稻草方
格，方格里种植柠条、黄柳等植物。“柠条籽每公
斤 60元，牧民通过卖柠条籽每天就能收入 200
多元。而且，柠条和黄柳还能用作饲料，2023
年嘎查人均收入1.76万元。”苏和巴特尔说。

截至目前，乌白公路两侧已实现综合治理
沙地70万亩，在科尔沁沙地筑起了一道绿色屏
障，沿途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林草植被覆盖
率明显提高，八百里瀚海变绿洲。

乌白公路如画的风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打卡观光，周边的牧民吃起了旅游饭、生
态饭。

翁牛特旗宝门银沙景区位于科尔沁沙地西
缘，离乌白公路只有 16公里。尽管夏日炎炎，

众多越野爱好者依旧汇聚于此，在穿越沙海中
体验激情与快乐。

“原来路不好，人们不愿意来。现在路好
了，游客都乐意来体验大自然的风光。”宝门银
沙旅游服务公司的负责人鲍铁锤说，“吃上旅游
饭以后，每年公司接待的游客由1万人次左右上
升到现在的100万人次左右。公司由17户建档
立卡户组成，现在年终每户可得3万元的分红。”

近两年来，翁牛特旗不再简单就“沙”论
“沙”，还把防沙治沙与新能源建设有机结合。
2024年，翁牛特旗大力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
伏一体化工程，加快科尔沁沙地生态治理新能
源基地一期项目建设，计划依托自治区实施的
防沙治沙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治理8万亩，着力
打造光伏治沙“翁牛特模式”。

在位于阿什罕苏木的科尔沁沙地生态治理
新能源基地，一片片光伏板排列整齐。光伏板
下是一个个稻草方格，里面已经种上了燕麦、麻
黄、杂花苜蓿。

“项目建成后，将通过草光互补、林光互补
和牧光互补3种建设模式，实现向光要电，向沙
要绿。”赤峰蒙地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
然说。

截至目前，翁牛特旗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
总里程3097公里，通达全旗17个乡镇苏木街道
场 226 个 行 政 村 ，自 然 村 通 硬 化 路 率 达 到
100%。2023年，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名单
上，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至白音套海生态旅游
产业路（乌白公路）位列榜首。

八百里瀚海变绿洲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高慧 马骏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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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翁牛特旗创造性地提出“以路治沙”思路，路修到哪里，草方格就织到哪里，绿色
就绵延到哪里——

［绿眼］

本报 8 月 14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
内蒙古采取多项措施，统筹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修复、保护开发和综合治理，有
力推动了黄河流域水生态持续改善。

通过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
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和除险加固，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549 平方公里。人为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管控,重点地区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土流失状况得到
持续改善。通过强化生态流量和生态
管控，实施乌梁素海、岱海、哈素海生态
补水工程，2019年以来，累计向乌梁素
海、岱海、泊江海等重点湖泊补水 27.86
亿立方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退化问题
得到有效遏制，水生态环境重现盎然生
机。

内蒙古推动黄河流域
水 生 态 持 续 改 善

本报 8 月 14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今年入春以来,内蒙古多地持续干
旱，造成草原旱灾。自治区林草局迅速
行动，成立抗旱救灾饲草保供统筹推进
工作组，组织32家饲草企业与受灾旗县
点对点对接，重点解决受灾牧户饲草短
缺、高价买草等问题。经过精准对接，并
伴随新草上市，目前，受灾地区的饲草保
供基本得到满足。

据悉，各地以旗县为单位，摸清牧户
饲草料缺口，由受灾旗县政府对接饲草
企业，统一采购。通过政府承担运输成
本将饲草料到货价格降下来，确保受灾
牧户能够买到平价草。在饲草发放过程
中，普通受灾牧户按照往年均价，自行到
发放点购买救灾饲草；对受灾且登记在
册的困难牧户，免费发放救灾饲草并送
达到户，确保收入不降低。

我 区 全 力 做 好 抗 旱
救 灾 饲 草 保 供 工 作

本报 8月 14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呼伦贝
尔市现已完成 51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
理，并重点推动一个人口3000人以上行
政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提前完成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年度任务。

据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4年初结合旗市区实际，研究制定了
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清单，将新
增完成 51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年度
任务，分解下达至相关旗市区，并采取定
期调度、指导帮扶、村民评议等措施推动
旗市区完成任务。截至目前，呼伦贝尔
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6.4%。

呼伦贝尔市完成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年度任务

本报 8 月 14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获悉，为
扎实推进邮政快递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邮政管理局组织寄
递企业召开绿色网点和绿色分拨中心
建设指引培训会，本着“禁、限、减、循、
降”治理思路，全面提升行业生态环境
治理水平。

据悉，锡林郭勒盟要求各寄递企业
推广使用循环快递盒、快递箱等可循环
快递容器；严禁使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
包装材料；要在规范作业、车辆管理、用
电管理、噪音控制、营业环境、路由优化、
回收装置、中转袋（箱）、绿色办公、运输
节能等方面全力做到节能减排。

锡林郭勒盟“五字诀”
抓好快递业节能减排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新一
轮强降雨再度来袭，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
复杂，让内蒙古迎来防汛“大考”。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我们要未雨绸缪打好
防汛“主动仗”，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筑牢
防汛“铜墙铁壁”，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能让“针尖大的窟窿漏过
斗大的风”，要树牢底线思维，切实加强重点部位
和薄弱环节防御，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
能”；要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
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暴雨、洪涝、山洪地质
灾害和极端天气预警；相关部门要加强会商研
判，精准分析研判雨情水情险情，科学调度防汛
工作；要加强对超警戒水位河段堤坊、险工险段
的巡查巡防，确保遇有险情高效安全处置；要抓
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未雨绸缪迎“大考”
◎张慧玲

□本报记者 张慧玲

8月中旬，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侵蚀
沟治理项目区，谷坊里新栽的一行行柳树，已长
出了细长的绿叶。

鄂伦春自治旗为典型东北黑土区，有黑土耕
地481.6万亩。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但水
土流失却成为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瓶颈。鄂伦春
自治旗水利局长张清介绍：“侵蚀沟是东北黑土区
水土流失问题的集中表现，不仅会造成坡耕地黑土
层逐年变薄，土壤有机质流失，表土及泥沙涌入河
道，还会影响河道行洪能力和下游生态环境。”

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抓住新增国债资金支
持侵蚀沟治理项目的重大契机，计划治理侵蚀沟
270条，工程总投资1.215亿元。

为有效治理，鄂伦春按照“一沟一策”的原
则，因地制宜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生态措
施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沟头布设铅丝石笼防护
措施，沟道修建铅丝石笼谷坊和植物谷坊，沟岸
建设铅丝石笼护坡，沟底栽植防冲林和护坡林，
建立起自上游到下游的完整防御体系。

张清表示，到2024年底，预计可综合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72.90平方公里，有效遏制侵蚀沟的威胁。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并重与同行。
呼伦贝尔市水利局副局长田晓红说：“我们将持
续深入贯彻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思
想，加快水土流失治理速度，确保黑土地生态系
统健康、美丽。”

治理侵蚀沟 保护黑土地

□本报记者 帅政 通讯员 马晓甜

初秋时节，在阿拉善盟阿左旗额尔克哈什哈
苏木乌日图霍勒嘎查，茂密的花棒林在茫茫沙海
中铺向远方，望不到尽头。

“种植花棒前，这里沙化比较严重。”正在巡护
花棒林的种植大户马忠德说，“2017年开始，我陆
续在这里种下1万多亩花棒，如今部分树木已4
米多高，防风固沙效果明显，沙丘比以前平缓了。”

近年来，额尔克哈什哈苏木全面加强荒漠化
防治，在政府主导、各类社会群体共同参与下开
展规模化治沙造林，走出了一条以花棒种植为主
的生态修复新路子。苏木的花棒种植户也从最
初的几户发展到如今的 30余户，在他们的带动
下，越来越多的牧民加入到治理沙漠、保护生态
的行动中。

如今，花棒种植效果正逐渐显现，局部沙丘
开始变小，自然生长的植被愈加丰富，这让马忠
德这样的种植大户看到了花棒种植的生态效益
和绿色希望。据介绍，种植 3年，苗木成活率达
到林业部门验收标准后，造林户将拿到生态补贴
款。此外，花棒种植3-5年后，还可以采种卖籽，
采收多的牧户年收入能达到5万元。

额尔克哈什哈苏木副苏木达谢秉江说：“截至
2023年底，苏木累计种植花棒116.61万亩，每年
可产花棒种子80—100吨，产值约450万元。不仅
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有效拓展了牧民的增收渠道。”

茂密花棒林 防风又固沙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快看，这一排水鸟好整齐呀，有30
多只，那是白鹡鸰，那是鸬鹚……”8月
12日，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哈素海
湿地公园，一湾清波旁，游客们被眼前正
在晒日光浴的众多野生鸟类吸引，纷纷
拿出手机抢拍留影。

哈素海湿地公园是由黄河变迁而遗
留下来的湖泊，属于大黑河水系的外流

淡水湖泊，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
的生态资源，有“塞外西湖”美誉。这片
水域面积约 32 平方公里，湖底水质肥
沃，盛产各种鱼类，湖面芦苇荡漾，是鸟
类理想的繁衍栖息之地。

近年来，为保护这一珍贵的湿地资
源，哈素海湿地公园被划分为保护保育
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
区和管理服务区5个功能区。通过科学
管理和有效保护，公园内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发展。

一
湾
清
波
绕
城
郭

一
湾
清
波
绕
城
郭

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境内的哈素海湿地公园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境内的哈素海湿地公园。。

盛开的睡莲盛开的睡莲。。

游客打卡之地游客打卡之地。。

休憩的鸬鹚休憩的鸬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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