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峰市敖汉旗亿森明珠林果家庭农场有限
公司经理刘波，迎着刺骨寒风，遥望层层叠叠的
果树林，心生暖意。

“敖汉旗萨力巴乡的这片果园面积已经达到
1800亩，种植的沙果、鸡心果、龙丰苹果，有800
亩进入盛果期，一年纯收入在150多万元。”刘波
的脸上除了喜悦，更多的是感慨。

敖汉旗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水源匮乏，十
年九旱，作为土生土长的敖汉人，刘波深有体
会。2007年，他流转了150多亩林地，开始治沙
造林。 当种植的杨树虽然面积达到 800亩，但
因为缺水，死亡率非常高。树苗被风沙埋掉，他
就一点点挖出来，种下的树干死了，他就不厌其
烦地补种。凭着一股韧劲儿，刘波种下的树越来
越多，风沙也越来越小。

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刘波开始思考破
解风沙带来的经济之困。 2013年春，刘波在萨

力巴村流转 150亩残次林地，决定打造经济林。
为找到适宜的树种，他多次到辽宁、北京等地考
察学习。一次次外出学习，一次次交流探讨，让
刘波获得了更多治沙造林专业知识。他决定分
三个阶段发展经济林。首先用杨树作为防风带，
种植抗旱能力极强的沙果林；再增加林木品种，
形成片区规模；最后结合三十二连山、城子山两
景点，建成“两山一林”景点群，打造林渔旅游品
牌。从2014年到2018年，刘波多次流转残次林

地，坚持种植经济林。
在治沙造林的同时，刘波不忘帮助父老乡

亲。“老刘花了 10多年的时间，不但让这里有了
绿色，而且农闲时还能给大伙提供打工机会，我
这一年能多收入 2万元。”萨力巴乡萨力巴村民
孙永军对记者说。

2022年，刘波获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荣
誉称号。他带领萨力巴村20多户农民发展林果
种植500余亩，实现经济效益300多万元。随着
绿染荒山，环境向好，刘波的目标也更加清晰，他
立志要让更多的人共享“绿色福利”。

“我想把热水旅游度假区、青泉谷，还有四
家子林 果 产 业 园 连 接 起 来 ，在 树 下 种 植 蘑
菇，这样游客既能摘果采蘑又能到附近景点
转一转，村民们也能实现美景、财富双丰收。”
刘波心中让荒地披绿又生金的梦想正一步一
步实现。

共享“绿色福利”
□本报记者 李雪瑶

洋洋洒洒的 2024年第一场大雪，为北疆
大地披上了厚厚的冬衣。察汗淖尔湿地中，不
时传出阵阵飞鸟的欢鸣，让人感受到静谧中的
诗意。在零下 20多度的寒冷天气中，当地工
作人员仍在坚持着监测禽鸟等野生动物的工
作。

察汗淖尔湿地位于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与
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交界处，此地史称“漠
南盐池”。它的强碱重盐特性，一度成为该流
域植被恢复方面的重大难题。为此，乌兰察布
市商都县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
遵循“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的方针，突出

“治尘”导向，多措并举推动察汗淖尔生态环境
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

当地多次邀请中国林科院、中国环科院、
蒙草集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专
家团队开展实地调研，研讨盐碱地植被修复方
法。最终制定完成两大方案，提出由外向内、
梯次推进、网格化科学治理盐碱地和裸露土地
的思路。随着“科学制定方案，增绿抑尘齐抓；
分区分类施策，多措并举修复；打造小微湿
地，提升生态质量”等措施的持续发力，察汗
淖尔湿地功能逐步恢复，察汗淖尔生态实现
根本性扭转。湿地内针茅、披碱草等 99种植
被长势明显好于常年同期，遗鸥、草原雕、黑
鹳首次出现，记录监测到的鸟类已经由 79种
达到 119 种。

“2024年，我们按照湿地植被修复方案，
结合盐碱地草本植被恢复区和凸斑盐碱区土
壤特性，继续采取人工修复和自然恢复的方

式，对察汗淖尔湿地周边草原进行修复治理。
同时，从细节上持续打造小微地形，全面提升
生态质量。”察汗淖尔湿地中心副主任叶世河
向记者介绍。

春节临近，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林业和草
原局浑河国家湿地公园主任李海波依然忙碌
着。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要经常带队深入一线
开展巡查。“为加大湿地资源的保护力度，我们
聘用了10位湿地巡护人员常年‘在线’。制止
各种破坏湿地行为，维护公园界碑、标牌等设
施设备，填写巡护日志等都是我们必须坚持不
懈的工作。”李海波介绍。

浑河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清水河县自然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面积840.31公顷，
湿地面积 350.08公顷。自 2017年成立以来，
累计争取中央财政湿地保护补助资金1000万
元，主要用于湿地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传、
退化湿地修复等工程建设。通过一系列保护
项目的实施，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加强，生
物物种资源日益丰富。从最初的几十只到现
在监测到的过境候鸟上万只，浑河国家湿地公
园已经成为鸟类重要的栖息地。

位于呼伦贝尔市境内的额尔古纳湿地，
是目前亚洲面积最大、物种最丰富、保存最
完好的木本湿地系统。依托湿地保护区而
建的湿地景区常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
慕名前来。额尔古纳市也将绿色作为当地
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将生态环境的“常青树”，一步步变成群
众的“摇钱树”。

内蒙古是湿地资源大区，2022年度国土
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全区湿地面积达到486.65
万公顷（包括水域面积），居全国第5位。截至
目前，全区共有国际重要湿地 4处、国家重要
湿地1处、自治区重要湿地63处。

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是内蒙古面积较
大、具有较强生态功能的重点湖泊。在全面推
进“一湖两海”的综合治理中，内蒙古从“治湖
泊”转向“治流域”，从保护一个湖到保护一个
生态系统，理念之变带来了湿地保护区生态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向好。

如今，呼伦湖水位和水面稳中有升，水面
已扩大至2244.3平方公里，水量达139.7亿立
方米，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黄河流域最大的湖
泊湿地乌梁素海，湖区水质由劣Ⅴ类提高到整
体Ⅴ类，湖心断面水质达到了Ⅳ类，生物多样
性持续恢复，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岱
海流域内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68%，增加到
现在的81%。

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
是自然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景观和
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具有其他生态系
统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为保护、发展丰富的
湿地资源，内蒙古坚持落实最严格的湿地保护
制度，制定、发布一系列管理办法和技术规程，
加快推进各盟市湿地保护立法工作，让日益完
善的法规制度、保护管理体系和工程规划体
系，为湿地生态织就严密的“保护网”。

生机勃勃的湿地之美，正在为内蒙古大地
山川注入持久绿韵。

为大地山川注入持久绿韵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北疆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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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

【有感而发】

［绿野新风］

［绿眼］

本报 1 月 31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2023年，
我区坚持系统治理、强化源头管控，以
河湖长制为抓手，着力解决水生态、水
环境长期性累积性问题，河湖水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

一年来，我区深入开展妨碍河道行
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推进河湖“清四
乱”常态化，434 个河湖全面建立了健
康档案。出台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
作实施方案，修编十大孔兑综合治理规
划，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163
万亩，水土流失面积、强度持续呈“双下
降”态势。强化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呼
伦湖面积、水量持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乌梁素海实现补水 4.87 亿立方米，岱
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通水，已补水
2800 多万立方米，东居延海实现连续
19年不干涸。

内蒙古河湖水生态
环 境 持 续 向 好

本报 1月 31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自2022
年包头市被列为全国 19个区域再生水
循环利用试点城市以来，包头市从完善
配套体系、组建专业机构、推进重点工程
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全市再生水利用相
关工作。2023年，包头市试点区域内污
水处理量为 13692立方米，再生水回用
量 4499 立方米，利用率为 32.9%，较
2022年提升4.3个百分点。

据了解，包头市制定印发了《包头市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三年攻坚行动
方案（2023-2025 年）》等，推动实施污
水处理厂新建和改建、再生水水质提升、
管网配套建设等8个项目。其中南海湖
水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包头市希望
园区再生水管线（万水泉污水处理厂—
东方希望铝业）、包头市万水泉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等3项工程已完工。

包 头 市 全 面 推 进
再生水利用相关工作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国最古老的诗集
《诗经》，开篇便以湿地起兴。湿地，不仅是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也传承着隽永的诗意与情怀。

岸芷汀兰、郁郁葱葱、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近年来，内蒙古坚持落实最严格的湿地保护制度，
着力提升湿地监管保护水平，湿地保护修复取得积
极成效。目前，全区已逐渐形成了以重要湿地、湿
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多种保护形式并存
的湿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湿地美景令人向往，湿地保护仍将继续。推
动 湿 地 科 普 进 校 园 ，让 湿 地 保 护 的 种 子 在 孩 子
们的心中发芽；推动湿地保护进社区，开展湿地
保护讲座、线上直播，让更多群众了解湿地保护
的 重 要 性 ；在 保 护 的 前 提 下 ，合 理 利 用 湿 地 资
源，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也让更多人参与到湿
地保护中。

被誉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
境资本之一。保护湿地，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
的召唤。

保护“地球之肾”
◎正文

□本报记者 李国萍

连绵起伏的大青山，被厚厚的冬雪覆盖，呈
现出一种神秘与壮美。近年来，地处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始终把大青山前坡生
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作为重中之重，通过高标准
建设北部敕勒川草原文化旅游景观带，高标准打
造大青山前坡“生态绿带”，大青山前坡成为呼和
浩特“绿肺”和北方天然生态屏障及区域性的生
态廊道。

2023年，大青山前坡沟域生态修复治理全部
完工，10万余平方米裸露山体彻底修复，实现人工
修复和自然恢复有效结合。依托大青山沿线的
生态资源，新城区积极发展露营小镇、农家乐、民
宿、文体活动，全年接待游客近 1200 万人次，拉
动旅游相关消费超 50 亿元。尤其是五一前后，

“夜爬大青山看日出”成了首府市民的打卡项目，
原因之一便是这里有着绿意盎然的美景。为保
障夜间登山时的安全，新城区文旅部门和保合少
镇在登山步道沿途增设了路灯，实现了年青人

“低头可以俯瞰郁郁葱葱，远眺可以欣赏城市霓
虹”的愿景。

通过文旅产业发展、特色旅游村庄建设，新
城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建设与
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4
年，新城区将通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
开展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重
点工作，全方位打造生态优先、低碳发展的首府
北部亮丽风景线。

低头俯瞰青山青
远眺城市霓虹景

万鸟翔集的萨拉乌苏湿地万鸟翔集的萨拉乌苏湿地。。余节蒙余节蒙 摄摄

白雪与禽鸟相映成趣白雪与禽鸟相映成趣。。 王琪王琪 摄摄

飞翔的赤麻鸭飞翔的赤麻鸭。。 余节蒙余节蒙 摄摄嬉戏的天鹅嬉戏的天鹅。。 余节蒙余节蒙 摄摄

本报 1 月 31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近年来内
蒙古统筹草原保护与发展，通过科学划
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开展监测预警
和监督管理，有效促进草原休养生息。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
休牧条例》，全区3.8亿亩草原进入5年休
养期，禁牧区外全面推行草畜平衡制度，
在草畜平衡区每年春季要执行不少于45
天的休牧，确保牧草顺利返青。同时，自
治区林草局对全区草原开展了草畜平衡
监测预警，形成了细化到嘎查村一级的预
警图斑，为指导科学放牧和明确超载放牧
重点巡查区域提供了基础数据。为实现
对草原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我区开展了
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搭建了“内蒙古自
治区林草生态数字化监管平台”。

我区通过科学保护管理
促 进 草 原 休 养 生 息

我区从“治湖泊”转向“治流域”，从保护一个湖到保护一个生态系统，理念之变带来了湿地
保护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向好——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吱——”“嘎——”隆冬时节，内蒙古萨拉乌苏国家湿
地公园上万只候鸟栖息觅食、翩跹起舞，犹如一幅“万鸟
图”，成为冬日里一道诗意风景。当地管理部门通过投喂
食物、加强巡护等措施，确保它们安全越冬。

萨拉乌苏为我国少有的沙漠大峡谷湿地，上游河谷曲
折，雄壮幽深；巴图湾水库的湖水清澈透亮，水面恬静开
阔。丰富的湿地资源对保护黄河上游一级支流无定河水
源水质、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至关重要，也为野生动植
物提供了良好生存环境。公园动植物资源丰富，其中候鸟
就有80多种，包括黑鹳、东方白鹳、金雕和大鸨等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河谷湿地资源为鸟类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是我国候鸟迁徙中转、越冬和繁殖地之一，享有

“大漠碧湖 飞鸟天堂”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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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2024年1月中旬，历经44天，黑河2023—2024
年度冬季水量调度下泄水头顺利抵达尾闾东居
延海。这是 2000 年国家实施黑河干流统一调度
以来，首次冬季调水进入东居延海，也是黑河额
济纳段自 2023年 11月 5日断流以来，再次成功调
水进入东居延海。

“截至2023 年 12月，东居延海水域面积 34.7
平方公里，蓄水量仅 3340 万立方米，是自 2006
年以来同期蓄水量最小的一年。为了积极应对
尾闾生态系统的退化风险，优先向东居延海调水
补给。”黑河额济纳灌域水利发展中心副主任张
少明说。

为有效应对危机，确保东居延海水生态环境安
全稳定，额济纳旗提前组织召开黑河额济纳段水
量调度工作会议，部署冬春季生态水量调度灌溉
工作，确立优先保障东居延海生态补水，最大限
度巩固绿洲生态的工作目标。此次调水下泄水量
日均流量较小，受自然河道行水能力弱、气温低等
因素影响，水头行进非常缓慢，历经44天成功输水
至东居延海。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根据统一
调度以来数据资料分析，当年 12月至次年 3月进
入额济纳绿洲水量平均为 2.33亿立方米，最大为
3.39亿立方米，最小为1.07亿立方米，预估本年度
（2023—2024 年）同期进入额济纳绿洲水量将达
1.7亿立方米以上。

黑河水流缓缓入
居延海上活水来

本报 1 月 31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近日，由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管局积极
推动的《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导则》国家标
准立项计划正式下达，并启动编制工作，
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在零碳产业园建设方
面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管局围
绕构建“四个世界级产业”目标任务，在
充分总结零碳产业园区建设成效经验的
基础上，推动《绿色电力应用评价方法》
《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零碳产业园
计量评价规范》三项内蒙古地方标准发
布实施。作为全国第一套由地方政府发
布的零碳产业园系列地方标准，填补了
国内这一领域空白。即将进入编制程序
的《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导则》，将进一步
促进标准化与零碳产业科技创新互动融
合，对推动内蒙古能源结构、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鄂 尔 多 斯 市 零 碳
产业园建设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