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是和尚头，洪水遍地流，白天点
油灯，夜里土堵门。这段曾经流行的顺
口溜，是当年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边缘
至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
镇乌兰哈少嘎查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

今年 51岁的任二换从小在乌兰哈
少嘎查长大，因常年饱受风沙侵袭，庄
稼很难成活，乡亲们的日常生活都成了
问题。为了改变这一面貌，从2000年开始，任二
换决定植树造林。

“戈壁砂石不能种，我们就挖坑换土；山路崎
岖无法通车，我们就手提肩扛运树苗；地表荒芜缺
乏水源，我们就打井取水铺设滴灌管道。经过几
年努力，第一批种的 100多亩树苗，成活率达到
了90%，一下激起了大伙的种树积极性。”想起当
年那个坚持种树的自己，任二换感慨不已。

绿化造林，短期内很难见到效益，尤其在砂石
滩上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连年种树的任二换曾经
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即便再难，他都没有放弃，
因为在他心中，始终相信植树的力量，相信绿色就
是希望。

2013年，在当地市旗两级林业部门的资金和
技术支持下，任二换带领“党员治沙工程队”成功
植活荒漠原生树种，包括蒙古扁桃、沙冬青、柠条、

旱榆等，当年成活率达85%。2014年，
他成立了合作社，全力与巴彦淖尔市林
业科学研究所、乌拉特后旗林草局合作
研究荒漠化原生树种的培育与造林。
此后，任二换又从山西引进酸枣嫁接灰
枣和骏枣技术，成功在原生树种酸枣上
嫁接山西冬枣、灰枣等食用枣，实现了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作为乌拉特后旗基层林草技术人员的优秀代
表，任二换十几年坚持不懈植树造林，在家乡乌兰
哈少嘎查周边建成近5000多亩生态经济林，让戈
壁荒漠生出绿意。多年来，他帮助和指导众多农
牧民通过发展原生树种参与到防沙治沙中，被旗、
市级相关部门评为“农牧民致富带头人”和“十佳
科技特派员”。2023年，还荣幸地被国家林草局
聘为“国家林草乡土专家”。

相信植树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快看，天鹅来了，成群结队的。还有白鹤、
鸿雁、赤麻鸭……”从 3月初开始，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黄河湿地就迎来大批迁徙的候鸟，静
寂了一冬的湿地，开始热闹起来。

“今年这群卷羽鹈鹕共有 16只，有成鸟也
有幼鸟，是最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往年最多
也就五六只。”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红旗水库
近期出现的卷羽鹈鹕，受到全国各地媒体的广
泛关注。

“据初步估算，今年迁徙到此的候鸟数量已
经超过 10万只。有东方白鹳、大鸨、丹顶鹤等
近 20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位于兴安盟
扎赉特旗的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样迎
来了大批的“贵客”。

一个地方的生态好不好，候鸟们的翅膀会
“投票”。近年来，珍稀鸟类频频进入人们的视
野，反映出的正是内蒙古从西到东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的转变。为了切实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我区各级林草、公安等部门采取一系列有力
措施，从守护到救助，从救治到放归，野生动物
资源和典型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仅
2023年，全区共救助大鸨、丹顶鹤、红隼等野生
鸟类就达1200多只。

“我们都是远距离观察，根本不敢靠近，怕
它们受到惊吓。”家住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红
旗水库附近的牧民刘建军，说起近日看到的卷
羽鹈鹕，语气都变得小心翼翼。

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丹
顶鹤、大鸨和天鹅等从 3月中旬便陆续飞抵此
地休憩、觅食。“我们每天都到保护区附近用望

远镜观测远处的候鸟群，目前监测到有的候鸟
已经开始筑巢准备繁殖了。为提高附近村民保
护候鸟的意识，我们会经常给周边群众发放野
生动物保护宣传页和小礼品，并畅通举报通道，
严厉打击乱捕滥猎乱采滥食野生动植物行为，
不断提升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意识。”岱海自然
保护区服务中心科研宣教室主任陈雨说。

爱鸟始于心，护鸟见于行。采访中，很多人
表示，不打扰就是对候鸟最好的保护。

一片适合鸟类生存的栖息地，安全是首
要。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区保护体
系建设，开展濒危鸟类拯救保护行动，全力构筑
立体守护防线，维护鸟类种群种源持续增长。
各地林草、公安、市场监管、环保、检察等部门通
过打、防、治、护、宣综合施策，对候鸟繁殖地、越
冬地、停歇地、迁飞通道等区域进行全方位巡护
值守。通过清理各类鸟网、套夹、毒饵等非法捕
猎工具，消除威胁鸟类等野生动物的安全隐患。

“候鸟归来之日，也是保护工作开始之时。
今年我们除了日常的巡护巡查外，还要对迁徙
候鸟的栖息区进行一日三班的巡查。对冷库、
餐饮行业等重要场所进行突击检查，防范捕猎
候鸟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公安局蔡木山自然保护区森林派出所所长杨文
国说。近年来，多伦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多
措并举保护迁徙候鸟，保护措施越来越成熟健
全，使前来歇脚的候鸟从种类和数量上都有了
极大增长，有些候鸟甚至变成了“留鸟”。

3月 25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检察院检察
官先后来到弓坝河丹顶鹤停留地和岱海自然保

护区，详细了解河道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
野生动物栖息等情况。“岱海自然保护区是候
鸟迁徙旅途中的重要驿站，检察机关一直坚持
以‘刑事检察打击+公益诉讼守护+宣传普法
教育’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岱海流域鸟类安全
迁徙提供全面守护。”凉城县检察院检察长孙
芳介绍道。

连日来，在乌海市，当地公安局环食药侦支
队民警、辅警沿黄河乌海段开展巡查，严密监控
候鸟迁徙动态。通过实地巡查、无人机巡查、视
频巡查等方式对候鸟迁飞通道、迁飞栖息地等
区域开展巡护值守。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安机关以构
建保护大格局为指引，整合警力资源，建立警
种密切配合、协同快速反应的警务联动机制，
依托智慧巡防有效扩展巡逻区域，全时空构建
水陆空立体化、智能化巡逻防控体系，织密生
态守护网。

在包头市，40多台红外相机24小时监测，
保障候鸟顺利过境。待候鸟迁徙完毕，当地林
草资源保护站还将对“留鸟”及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栖息地，进行建设完善和巡查巡护，全力打
造鸟类最理想的栖息地。

鸟类是天空中的“舞者”。作为生态系统中
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鸟类对于保护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繁荣生态文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上，我区
将持续“接力跑”，以山清水秀的生态之美、人与
自然的和谐之美、不断探索的创新之美，吸引更
多翱翔于天际的精灵们的到来……

为天空“舞者”护航
□本报记者 李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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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绿野新风］

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区保护体系建设，全力构筑立体守护防线，通过打、防、
治、护、宣综合施策，维护鸟类种群种源持续增长——

［绿眼］

□本报记者 阿妮尔

4月 8日，走进乌海市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
治检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只见一块电子屏
幕上，监控画面有序切换。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乌海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区域
的生态保护监管情况一目了然。这是乌海市林
草生态保护智慧感知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的建
设将构建当地生态保护数字化一张图管理模式，
提高自然保护地自动化管理能力、鸟类监测效能
及生态保护工作效率，全面解决相关数据零散、
信息化孤岛的问题。

“目前，黄河流域（乌海境内）生态环境监测
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了对四合木、湿地生态
状况的实时监测，对鸟类种群、环境恢复状况和
人为活动的监管，对野生动物迁徙动态、栖息环
境等信息的记录，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生物多
样性 。”乌海市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王海勇介绍说。

据悉，这一体系包括“1库 5系统1平台”，通
过生态感知时空数据库，规范数据资源的更新机
制；通过林草湿地智能感知监测系统、四合木保
护智能感知监测系统、林草灾害智能感知系统、
野生动物智能感知监测系统和生态系统碳汇及
其动态变化核算系统，实现乌海市林草资源、湿
地资源、四合木、野生动植物、林草灾害防控和生
态系统碳汇等数据动态感知监测；通过智能感知
中控平台实现系统软件可视化管理与集成。

林草生态管护装上“智慧大脑”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向右看齐！向前看！”一声声清脆的哨音与
口号声，划破了宁静的清晨。随着中队长顾德欣
命令的下达，赤峰市林西县大冷山林场大坝护林
防火巡查队员快速在村部集结，10名护林防火
巡查队员，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宣传旗，整装待
发，一天的巡逻就此开始。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大冷山
林场有林地面积50.7万亩，其中大坝护林防火巡
查队巡护面积 10万多亩。由于辖区面积大、地
形复杂，山路崎岖，很多路段车辆不能通行，只能
通过马队进行拉网式巡护，在森林草原防灭火的
高火险期，巡逻队每天需要巡逻约20公里。

巡逻小分队日夜巡护，风餐露宿，克服着道路
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守护着辖区内的森林草原。
他们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分区域、划重点，除认
真开展每日防火巡逻活动，消除野外火灾隐患外，
还与进山卡点积极配合，做好进出山人员登记，把
森林防灭火宣传单送到群众手上。

据大冷山林场副场长尹秀军介绍，骑马巡护
是个技术活，有的马儿性子烈，驾驭不好就有危
险。可巡逻小分队从不叫苦叫累，他们发扬踏实
肯干、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不惧艰苦、寂寞、孤
独甚至危险，长年累月坚守在巡护一线，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山里的一草一木。自开
展森林草原防灭火以来，林场辖区内没有发生一
起火灾。

大冷山林场的马背“巡逻小分队”

利用仪器对光伏板下种植的梭梭进行检测，记录生长数据，为“光伏+
生态治理”提供最适宜的植物参考；高压水打孔植苗法不到20秒就能在沙
漠里种植一棵梭梭，大大提高造林效率……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科技在
防沙治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磴口县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缘，77%的国土面积被沙漠占据。新中国
成立以来，磴口县人民矢志不渝推进防沙治沙，实现了沙海变绿洲的巨大
转变。当地探索的以自然保护地、农田防护林网、封沙育草区、防风阻沙
区、光伏治沙区为主的五位一体综合治理体系，从外至内、由表及里对县域
和农田进行层层防护、系统治理；总结的窄林带、小网格、低耗水的农田防
护林技术模式已经在“三北”地区广泛推广。

本报 4 月 11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坚决清除线上线下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打击滥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近日，
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重点领域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中，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与
林草、公安等单位协同配合，发挥部门联
合执法合力。线下对特色饭店、旅游餐
点、集贸（农贸）市场等餐饮销售单位进
行检查。线上对平台经营者、代理第三
方平台经营者等外卖餐饮食品销售单位
开展监测。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124人，检查线上经营者 215个、网络检
测直播带货商家 79户、线下经营者 346
个、集贸市场 7个。各部门依职权现场
整改和拆除标有“野生”“野味”等字体的
宣传门贴，形成有力震慑。

巴 彦 淖 尔 市 严 查
非 法 野 生 动 物 交 易

本报 4月 11 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赤峰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携手承
德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联合开展了
2024年首季跨省交界断面水环境联建
联防联治监测工作，切实加大辽河流域
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保障跨界水体水
质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此次联合检测，主要对冀蒙跨省界
河流阴河、西路嘎河的 4个断面进行了
联合采样监测，共完成3个点位 24项监
测项目的水质采样监测和 1个点位（无
水）的现场勘察。双方监测人员现场采
用“同一监测时间、同一采样地点、同一
分析方法”的方式开展水样采集。根据
此次现场监测及实验室分析，双方将实
现数据互联共享，通过数据比对和综合
分析，不断加强监测数据的可比性，推动
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为河流综合治
理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两地联手加大辽河流域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本报 4 月 11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随着三只麋鹿宝宝顺利降生，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总
数增加到了43只，标志着麋鹿野化放归
自然活动取得又一阶段性成果。

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曾一度在
野外消失。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人工
繁育麋鹿种群不断壮大，并重建野外种
群。2021年9月，27只麋鹿被顺利放归大
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科学合理
的保护，放归麋鹿成功安家内蒙古，并且
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连续3年都顺利产崽。

大青山是野生动植物的宝库，经调
查有大花杓兰、山西杓兰、蒙古扁桃等近
1200种高等植物；野生动物近2000种，
其中有麋鹿、普氏野马、金雕等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10种。

大青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麋鹿总数增加

本报 4 月 11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
我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多措并举推进中小河流综合治理
工程建设，通过水岸同治、系统治理，各
旗（县、区）重点区域防洪标准有了很大
提高。总体上从 5年一遇达到 10年一
遇，从 10年一遇达到 100年一遇，已治
理河段的防洪能力也有较大提升，治理
河长中达标段落 2290.11 公里，治理达
标率97.92%。

据悉，自2009年国家加大投入力度
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工作以来，我区主动
谋划、积极争取，截至 2023 年底，涉及
10个盟市共 21个项目的工程全部开工
建设，完成投资约5.78亿元，投资计划完
成率达 97.2%，完成治理河长 283.85 公
里，治理率达97.3%。

内 蒙 古 稳 步 推 进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设

春回大地间，候鸟归来时。3月初开始，迁徙
的候鸟群陆续向内蒙古“报到”。

从碧波荡漾的乌梁素海到浩瀚无垠的呼伦
湖，从山光天色的岱海到大漠碧翠的居延海，都
迎来了南来的“贵客”，“飞鸟翔集 千鸣百啭”的
景象在北疆大地涌现。

内蒙古湿地资源非常丰富，是候鸟迁飞的重
要驿站和通道。为了保护候鸟资源，拯救珍贵、
濒危珍稀鸟类物种，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
衡，需要我们严格落实“技防+人防”措施，织密
野生动物保护网，全力为候鸟迁飞保驾护航。

此外，通过更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人们保
护候鸟意识，让更多的人热爱鸟类并加以保护，
为候鸟的顺利迁徙和安全归来助力。每一季的
候鸟迁徙，都是一场大自然的视觉盛宴，让我们
共同努力，守护那天地间的色彩与灵动。

候鸟迁飞路 你我同守护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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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种子形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科研人员监测植被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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