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保

“我闲不住，没事就想上山转转，看
看有没有病虫害发生……”干了40年森
林调查工作，退休不到一年的佟双柱，
仍然不忘自己的老本行。

1983年，佟双柱来到呼伦贝尔市柴
河林业局参加工作，从林草管护、林地
勘查，到森林资源监测，对待每一项工
作他都认真、用心和尽责。

凭着对林业调查工作的热忱，他的足迹踏遍
柴河林业局施业区的山山水水，用一双“铁脚板”，
在大脑中绘制了一幅“移动”地形图，被同事们亲
切地称为“林区活地图”。

一次，佟双柱带领的森调小分队在进行外业
调查时，技术员将作业区位置标记弄错。他在审
核材料时发现，第一时间更正，并为现场所有队员
进行技术讲解。像这样的勘误把关工作他做了近

20年，从来没有因为外业调查数据影响到内业设
计工作。

森林资源外业调查工作注定是艰辛的。在佟
双柱看来，这个工作必须要有“三不怕精神”：一不
怕山高天险，二不怕酷暑严寒，三不怕林密路远。
在炎热的夏季，林区草爬子、瞎猛（牛虻）、蚊子和
小咬轮流袭击，使人昼夜不得安宁。在草爬子活
跃期，每名队员都有被盯咬的经历，有时不能及时

发现，回到家后才在肚脐下边、腋窝等
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一只草爬子，头刚刚
钻进肚皮里，身子还在外边，得用烧红
的烟头烤才能弄出来。

一直以来，佟双柱都以完成任务
为荣，踏遍林海为乐，纵使外业工作单
调枯燥，但是他心中总有一把尺子，那
就是提供最准确的调查数据，当好先

行军。
40年的工作生涯，佟双柱先后获得呼伦贝尔

市“劳动模范”、柴河林业局“金牌工人”、最美林草
人、优秀共产党员等多个荣誉称号。光荣退休后，
佟双柱也一直关注着森林资源监测，小到身边的
公园绿地，大到曾经作业区的日常监管。他总是
把自己的业务技能和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教授
给年轻的林业工作者，助力他们接续奋斗。

走遍林区山山水水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入夏后，浑善达克沙地南端的锡林郭勒盟
多伦县境内，绿意渐浓。站在百万亩樟子松造
林工程滦源镇项目区观景台，一望无际的绿色
海洋，令人心旷神怡。

多伦县地理位置优越，毗邻京津冀，是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海河流域滦河水系的
源头，素有“坝上古城、草原水乡”的美誉。

近年来，多伦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通过治沙造林和生态保护与修复，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使绿水青
山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被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授予自治区级“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荣誉称号。

多年前的多伦并不是现在绿满苍山的样
子。记者在一幅多伦县的老照片上看到，母
亲怀抱女儿坐在沙堆上，身后是被黄沙掩埋
过半的房屋。“猪上房，羊跳墙，小孩坐在屋檐
上，地不打粮、沙子埋房”的顺口溜，曾在多伦
当地广为流传。那时，形成东西走向的三条
大沙带分布在多伦县的中、北部地区，并持续
扩展蔓延。

2000年5月，国家紧急启动了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多伦县人民的治沙攻坚战就此打响。

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多伦分场场长左鸿
飞，是多伦县治沙攻坚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左鸿飞说，当年刚开始植树治沙时，难度
非常大，经常刚栽种下去的固沙植物，一场大
风就吹没了。为了尽快让流动的沙子固定下

来，多伦县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宜乔则
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原则，一手抓种树、
一手抓禁牧，采取“飞、封、造、禁、移、调”等措
施，在2000年~2010年间，对沙化土地的综合
治理，让林草植被得到较快恢复，流动沙丘趋
于固定。

资料显示，10年间，全县累计完成沙地围
封230万亩，完成人工造林67万亩、飞播林草
21万亩、封山育林50.2万亩，迁出区55万亩沙
化土地植被得到有效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林草植被盖度大幅提升。

“经过前10年治理，多伦县的生态建设虽
然取得了明显成效，林草植被盖度快速增加，
流动沙丘趋于固定，但建设速度相对较慢，经
济效益明显偏低。”多伦县副县长李宝山介绍，
2010年，多伦县又启动实施了以百万亩樟子
松造林工程为主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当时计
划用5年时间完成樟子松造林130万亩，形成
比较稳定的生态防护体系和初具规模的林沙
产业体系。

十年树木，曾经的百万亩樟子松都已长成
葱郁大树。多伦县林地面积已由54万亩增至
225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2000年的 6.8%增加
到现在的37.9%，项目区林草植被盖度由2000
年的不足30%提高到现在的85%以上。

依托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多伦县大力
发展后续产业，深入推进沙产业，不仅加快了
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带动了加工、

贮藏、包装、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广“企
业＋基地＋合作社＋农牧户”的经营模式，初
步形成了种、养、加、产、供、销为一体的产业
链，当地农民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最早承包荒山治沙造林的诺尔镇新民村
村民马云平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他说，“现
在，一年四季都有收入，我们的树苗冠形好、成
活率高，每年春天前来购买树苗的客商很多。
我们还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药材，养殖黄蜂、
鸡、鹅等，还有林副产品加工业。合作社有林
业施工队，利用我们的种树经验，走出多伦，去
外地植树造林，日子好过的很嘞”。

滦源镇曲家湾渔村比邻多伦湖，青山绿
水，景色宜人，旅游资源丰富。滦源镇便结合
多伦湖景区提升工程，支持村民开办渔家乐、
农家乐，经营农畜产品，带动 270多位村民创
业、就业，让群众吃上了“生态饭”。

近几年，村民年均纯收入超过 2万元，曲
家湾渔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今年一
入夏，游客就特别多，收入翻了好几番。”吃上
了“生态饭”的曲家湾渔村村民李玉民，说起如
今的生活，脸上乐开了花，村民们开始享受到
了绿色发展带来的红利。

从黄沙漫天到绿意满眼，多伦人在沙地上
种出一片“绿海”，治沙造林、生态治理取得良
好成效。同时，多伦县不断探索实践，助推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频共振，走出
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融合互促之路。

沙地上种出一片“绿海”
□本报记者 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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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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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县在持续不断地治沙造林和生态治理的同时，探索实践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频
共振，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融合互促之路——

［绿眼］
□本报记者 帅政 实习记者 方圆

空气清新、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漫步 5月
的准格尔召镇集中连片复垦区，眼前的美景令
人心旷神怡。很难想象，曾经这里寸草不生，尘
土飞扬。

准格尔召镇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部，
全镇面积近四分之三为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为
推动“黑色经济”向“绿色效益”转变，近年来，该
镇着力深耕绿色发展，结合“万企兴万村”行动，
引导企业打破单打独斗格局，推动绿色矿山集中
连片治理。截至目前，准格尔召镇累计投入 8.4
亿元，复垦绿化 4655公顷，栽种苗木 567万株，
建成绿色矿山 16座。同时，当地瞄准“绿水青
山”向“碳汇富地”升级转型，围绕“两山+双碳”
全面推进零碳工程。该镇还在准格尔召、四道
柳、沙蒿塔村推动实施“党建+屋顶分布式光伏
项目”，利用清洁能源供暖取代散煤取暖，实现

“清洁能源+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近年来，准格尔旗坚持还绿于民、还利于民，

以绿色发展为主线，下大力气构建“现代能源经
济+绿色矿山建设+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模式，
引导驻地企业探索建设生态产业园项目、风光农
牧林一体化示范项目，利用矿区复垦土地发展种
植养殖业和光伏产业相结合的农光互补产业，助
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矿区复垦土地的“绿色转身”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望着枝头上犹如一颗颗红宝石的大樱桃，
赤峰市松山区当铺地满族乡南平房村种植户赵
小燕心里乐开了花……从 3月底开始一直到 6
月份，赵小燕家的樱桃大棚里不间断有游客来
采摘。

绿色不仅是生态优势，更是经济红利。为推
进绿水青山“好颜值”向金山银山“好价值”转化，
近年来，松山区大力发展设施经济林，主要以种
植大樱桃、桃、李子为主，分布在穆家营子、夏家
店、大庙等乡镇，目前总面积达到了2500亩。

“我们棚区有近70个大棚，每个棚里接近50
棵树，平均每棵树每年的产量在40—50斤左右，
好一点的树能达到70斤。”赵小燕自豪地说。

每至采摘季，大棚樱桃不仅在本地热销，还
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线上直播，销售到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在增加种植户收入的同时，也为当地
农户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据赤峰市松山区林业和草原局经济林办公
室副主任周艾君介绍，当地采取设施栽培，通过
温度和光照控制果树提前休眠和提前升温等手
段，设定果品上市时间，可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收
益。目前，松山区设施樱桃亩产1500斤左右，按
照一亩地一个棚来计算，每亩实现经济收益在
10—12万元之间。

设施经济林好颜值转化好价值

□文/本报记者 李国萍

漫步在兴安盟突泉县的乡
间原野，文冠果、柠条等树木郁
郁葱葱。樟子松的枝条在夏风
中轻摇，缀满枝头的黄色花瓣，
散发出淡淡清香。

近年来，突泉县根据沙化程
度及项目实施进展，因地施策确
定重点项目及阶段性目标任务，
扎实推进沙化土地全覆盖治
理。从2020年开始，全县在1.1
万亩沙化耕地上，通过落实盐碱
地治理、黑土地保护等措施，有
效遏制沙化趋势；在 3.3万亩林
草地上，通过实施“三北”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退化林分改造
等生态建设项目，陆续完成治理
1.3万亩，有效遏制沙化蔓延。

2013年至 2023年，突泉县
实施各类项目 51.2万亩，从“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绿色版
图不断由“浅绿”向“深绿”渐进，
持续缩减了沙化土地。

近日，一条新闻引发热议：在新疆伊宁县，一
游客开车恣意碾压草场，导致 2 亩草场植被受
损，严重影响草场的生态环境和后续生长，被立
案调查。

如此疯狂的行为，“秀”的不是车技，而是野
蛮和无知——破坏草原资源，是一种不折不扣的
违法行为。

每到夏季，壮美的内蒙古大草原会吸引全国
各地的游客观光游览，车辆随意碾压草场事件也时
有发生。究其原因，这样的违法行为很难被监管方
及时发现，因此难免会使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加强草原执法，严厉打击
碾压草场、开垦草原等破坏草原生态的违法行为，
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针对碾压草原等
不文明旅游和违法行为，我们不妨走出套路化、模
板化的处理方式，譬如设立“黑名单”制度，从而实
现“一处撒野，处处碰壁”，以此来倒逼游客遵守法
律法规，守住文明出游底线，以更加精准有力的惩
戒，为绿水青山构筑起严密的防护网。

守住文明出游底线
◎正文

本报 5月 29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2024年
蚂蚁科技集团再捐资 6000万元支持浑
善达克规模化林场试点建设，计划种植
黄柳、沙棘、樟子松、云杉等7.1万亩，助
力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浑善达克沙地
歼灭战。

据了解，2023年自治区林草局与蚂
蚁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明确由
蚂蚁科技集团3年捐资1亿元支持浑善
达克规模化林场试点建设。在 2023年
捐资 7000万元的基础上，2024年蚂蚁
科技集团通过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再次
协议捐资6000万元。

4月下旬以来，“蚂蚁森林”公益项目
工程在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全面铺开，
截至5月中旬，已栽植黄柳2.8万亩、杨柴
5300亩、沙棘1000亩、云杉650亩。

蚂蚁森林捐资助力
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本报5月 29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呼
和浩特市积极探索数字赋能，利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建设生态环境智慧监管综合
平台。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
首府现代绿色宜居形象。

据悉，生态环境智慧监管综合平台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5G、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接入了人工整理数据、
设备对接数据等，目前已汇聚 3亿量级
数据。其中包括 11个重点污染源自动
监测与基础数据库系统在内的现有业务
系统。系统通过升级改造完成了全市
3026个污染源信息的分类展示，形成了
呼市污染源一本账，极大地提升了生态
环境监管的效能，也成为了数字化赋能
城市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工具。

数字赋能助力首府
生 态 绿 色 发 展

本报 5月 29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2023年底，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
（筹）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
研究所共同申请的紫花苜蓿生物安全评
价中间试验基地，获农业农村部批准建
设。目前，试验基地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已
获得了大叶、多叶、高蛋白，多分枝，低单
宁，高牧草消化率，适合林下生长，适合低
磷土壤生长等多个紫花苜蓿新种质。

据悉，该试验基地从事的生物育种
研究是育种发展的新阶段，与传统育种
技术相比，生物技术育种快速、精准、高
效，具有明显优势。上述基地是内蒙古
首个紫花苜蓿生物安全评价中间试验基
地，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村，主
要对前期利用生物工程、基因编辑等技
术创制的优质、高产紫花苜蓿新种质进
行安全评价。

内蒙古紫花苜蓿生物技术
与分子育种取得新进展

本报 5月 29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近日，水利部发布2023年《中国河流
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3年黄河内
蒙古段输沙含沙量呈现“双下降”态势。

据悉，2023年黄河内蒙古段主要水
文控制站头道拐站总径流量为173.4亿
立 方 米 ，较 多 年 平 均 年 径 流 量 偏 小
20%、较近 10 年平均年径流量偏小
20.2%；年输沙量为 0.239亿吨，较多年
平均年输沙量下降76%、较近10年平均
年输沙量下降 59%、较 2022 年输沙量
下降19%；年平均含沙量为1.38千克每
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含沙量下降 70%、
较2022年平均含沙量下降21%。

黄 河 内 蒙 古 段 输 沙
含沙量呈现“双下降”

被誉为被誉为““中国天然氧吧中国天然氧吧””的兴安盟突泉县老头山自然保护区的兴安盟突泉县老头山自然保护区。。 杨雅峰杨雅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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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沙治沙现场防沙治沙现场 。。 崔佳慧崔佳慧 摄摄补播柠条补播柠条。。 崔佳慧崔佳慧 摄摄

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紫花苜蓿种植基地。。 陈美丽陈美丽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