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通辽市依托“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国家重点林业草原生态工程项目，不断

加大植树造林、草原修复和生态保护力度，全市累计完成人工

造林 1900 多万亩，完成退耕还林工程 624.2 万亩，森林面积

达到 2104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8.9%提高到现在的

23.78%。划定基本草原面积 3218.6 万亩，落实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 4406万亩，完成草原生态修复 1000 多万亩，

草原植被盖度达到 62%。初步构建起“乔灌草、带网片”相结

合，功能完备的区域性生态防护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草产业

体系，风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

该市采取治沙造林、围封禁牧、搬迁转移人口、建设封

禁保护区、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先后组织实施了“5820”“双

百万亩”“323”等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和收缩转移战略。确定了

“北保护、中节水、南治沙”的区域生态保护建设布局，实施了

“四个千万亩”生态恢复保护工程。全市 3000 多万亩沙化土

地得到有效治理，沙化土地面积逐年缩减，沙区植被盖度明显

增加，2000万亩草原、1500 万亩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全国第

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数据显示：通辽市 30%以下盖度级的

沙化土地减少了 78万亩，30—69%盖度级的沙化土地面积增

加 573 万亩，沙尘天气较上一个监测期减少 20.3%，呈现出

“生态状况恶化整体稳定遏制，重点治理区域全面好转”的局

面。在推进远山大沙治理的同时，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

断美化绿化人居环境，加大“身边增绿”力度，大力推进“牛出

院、树进院”，实施城郊百万亩森林、重点区域绿化工程，打造

宜居、绿色、和谐、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城镇村屯周边、房

前屋后、庭院内外、街巷道路、文化广场、街角空地为重点，坚

持乔灌花草、落叶与常绿树种相结合，进行绿化美化，全市

3000多个村屯实现绿化全覆盖，通道绿化达 3500多公里。

始终坚持建设与保护并重，保护是重中之重的原则。严格

贯彻落实《森林法》《草原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法规，严厉

打击乱垦滥牧、乱征滥占、乱捕滥猎、乱采滥挖等破坏生态环

境的违法行为。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防沙治沙工作搞好生态

环境建设的决定》《通辽市罕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一

系列地方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郭洪申 管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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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如游龙，山水入襟怀。黄河作

为母亲河流润百业，包头市九原区用

生态底色绘就发展绿色，在这片广阔

丰饶的土地上，传承着大自然的壮美

印记。

擦亮生态底色
描绘发展绿色

黄河湿地，白芦漫漫，天鹅成群。

上万只天鹅在黄河湿地九原段嬉戏飞

翔，绘就一幅醉人的油彩画卷。

湿地好像“晴雨表”，飞鸟如同“温

度计”，湿地的温润程度、鸟类的数量

多寡，映射着一个区域生态价值的高

低。在九原区黄河湿地管护中心主任

周杰的眼里，黄河流经九原区的这 35

公里，一年一个样。“以前人们不重视

湿地保护，后来随着国家退耕还湿项

目的实施，湿地自然生态得到了明显

改善，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每年候鸟南

飞或者北归的重要驿站，每年 2月底 3

月初，都有近万只天鹅、赤麻鸭等在这

里驻足停留。”

在黄河湿地九原段，可以观察到

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鹅等上万

只，赤麻鸭、绿头鸭等 7000 多只，

豆雁 2000 多只。这里的湿地蒲草

茂盛，芦花飘香，水美鱼肥，百鸟歌

唱，好一派美丽的黄河流域生态风

光。

“水资源保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

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和加强

执法监管，每一项任务都不能掉以轻

心。”苏木乡镇级副总河长张福奎说。

二道沙河、沃土壕等区域 5 处黑臭水

体整治、韩庆坝污水收集处理等 14 项

环保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让九原区

一条条“死水河”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一条条“臭水沟”向“清水河”华丽蝶

变。

位于黄河岸边的哈林格尔镇，曾

经，这里到处是土路、盐碱地，村民们

以种地为生。经过改造后，如今的这里

绿树环绕净水，乡村客栈、园林水系景

观颇有风格，形成了集美食休闲、生态

农业、果蔬采摘、民俗文化于一体的新

型美丽休闲乡村。

受益于黄河，一座座传承着农耕

文明的古老村落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蜕变成宜居富裕的好地方。

聚焦绿色发展
迎来生态财富
“浊波浩浩东倾，今来古往无终

极。”奔流不息的黄河，让九原有了绿

色发展的依托。在沿黄经济带上，源远

流长的黄河文化，正成为全区沿黄经

济和旅游发展的助推器。

在位于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旁

的黄河谣民俗文化产业园内，每到周

末，就迎来了客流小高峰。进了园里，

有水有鱼、有花有草；出了园子，有树

有河有飞鸟，清新湿润的空气环绕周

围，这样的美景，让前来游玩的摄影爱

好者李涛特别享受。“我经常来黄河边

拍照片，这里候鸟比以前多了，周围的

绿地植物也越来越茂盛。尤其下完雨

的时候，雾气缭绕的特别漂亮。”李涛

说。

李沙是黄河谣民俗文化产业园的

负责人之一。四年前，借助黄河优美的

自然风光和对黄河文化的喜爱，他和

几位亲戚合伙开了这家黄河谣民俗文

化产业园，每年能接待 30多万人次的

游客。现在随着乡村建设整体的提档

升级以及包括黄河谣、农家乐等多个

项目的拉动，黄河旅游现在已经成为

包头市热门的旅游线路之一。为保护

黄河生态环境，九原区编制《内蒙古包

头市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小白河片

区规划设计》，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组建成立九原区黄河湿地管护

中心，累计完成黄河国家湿地公园退

耕还湿 1330 亩。黄河流经九原区的

35公里沿岸的湿地自然生态得到了明

显改善，每年 2月底 3 月初，都有近万

只天鹅、赤麻鸭等在这里驻足停留。此

外，依托沿黄景观道、昭君渡口、黄河

湿地等资源要素，九原区着力建设了

梅力更自然生态风景区等沿黄生态旅

游风景道。目前已有 3A级景区 1处，

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 18 家。 “沿黄

游”也为更多人提供了新商机。周末到

黄河边自驾游的鲁先生在微信朋友圈

发出沿途美景，获得一片点赞。鲁先生

表示，除了赏心悦目的美景外，这一趟

走下来还发现了不少商机，“在沿线有

很多优质的特色农产品，还有富有黄

河风情的民俗文化和手工艺品，都有

机会做些尝试。”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发展机遇，

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农牧业中心主任负

责人表示，“今后我们一方面打算利用

农民现有的发展方式，引进新品种，发

展新产业，并将采摘绿色瓜果蔬菜和

沿黄的黄河谣、渔家乐紧密结合，互相

带动发展。”负责人说，以黄河文化为

依托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

经济效益和黄河文化互促共进、双重

共赢，这才是打造沿黄游的真正意义。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

卫母亲河，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没有休

止符。

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
生态优先为九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绿色基石。

在内蒙古稀土新材料产业园区核

心区内，内蒙古浦景聚合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毛文武手中拿着一

个用于页岩气和石油开采的塞子介

绍：“这个我们叫它桥塞，我们会把它

每隔 100米放到地壳里，控制页岩气

流量。之前都是用镁铝合金做的，回收

成本非常高。现在我们用这个新材料

做，直接可以降解，不用回收了。”

历时 9 年研发，拥有 55 项发明专

利，全国首家可以把合成气生产成为

生物降解性材料聚乙醇酸的项目之所

以落户九原区，企业表示，看准的就是

这里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打造沿黄现代

产业体系的信心和决心。

2010 年，九原工业园区被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列为“沿黄河沿交通干线

经济带重点园区”。2017 年，内蒙古稀

土新材料产业园区正式获批，九原工

业园区成为核心区。随后，包头市《关

于支持稀土新材料产业园区发展十条

政策》等一批产业政策纷纷向这里倾

斜，有政策优势做基础，九原区充分利

用好园区电价、土地等方面的成本优

势，加强基础设施配套，以引进“高、

精、尖”等高端项目为目标开展精准招

商，着力打造沿黄线上的新材料产业

基地。

以绿色发展倒逼产业转型，九原

区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淘汰落后产能，

推行绿色发展，统筹做好沿黄生态系

统保护、绿色环保产业发展、生态文化

旅游“三篇文章”，逐步形成沿黄生态

化、产业绿色化、生活节能化的产业发

展新格局。
转型无声，却改变着一切。绿色转

型，已然催生九原走向高质量发展史
诗般的巨变。

如今，“有水皆清、无处不绿、四时

花香、万壑鸟鸣”的母亲河，正逐步成

为沿黄经济带上的秀美图景，也成为

黄河沿线居民的诗意栖息地。通过优

化产业布局，淘汰落后产能，推行绿色

发展，九原区实现了由“环境换取增

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

刘亦然

盛夏的岱海，在蓝天映照下碧波荡

漾，处处水鸟盘旋、芦苇丰茂。岱海叫海

却不是海，而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内

陆湖。20世纪 50年代，湖面有近 200平

方公里，是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儿女的母

亲湖，素有“塞外天池”的美誉。

受沿湖工农业取水和自然补水变化

等因素影响，岱海湖面逐年萎缩、水质不

断恶化。

2016 年以来，内蒙古不惜成本“全力

拯救岱海”。通过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治理

举措，去年以来，岱海萎缩的趋势得到初

步遏制，水质、生态系统也开始改善。

工农业取水大幅增加，是岱海水位

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位于岱海南岸的

电厂一度是“吃水大户”，过去每年要从

岱海大量抽水以冷却发电机组。对此，电

厂全力投资 31 亿元进行“湿冷改空冷”

技术改造。现如今，这家电厂已经不从岱

海取水。

“农业节水战”同时打响。2016 年以

来，当地投资 2.5 亿元把岱海周边的 21

万亩耕地全部“水改旱”，耗水的玉米、甜

菜让位于节水的大豆、油菜，1000 眼机

电井全部封停。同时，15万亩耕地禁施化

肥，推广有机肥。

凉城县农牧科技局副局长张泽说，对

岱海沿岸耕地实行“控水控肥”，每年可节

水 2100 万吨，化肥施用量减少一半以

上，大大减少了岱海的面源污染。“水改

旱”后，虽然每亩耕地的产量减少近

60%，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有机旱作

农业，可以实现以质补量。

“不让用水浇地了，农民会有损失，但

灌溉水用多了，岱海就小了。大伙都理解，

政府还给补贴。”老洼营村村民吴胜利说，

他家积极配合，十几亩地全部“水改旱”。

岱海曾分布有大量鱼塘和养殖场。

为了减少对岱海的生态透支，凉城县还下

决心将岱海周边的十几万亩滩涂湿地进

行围封，人和牲畜都不能进入，湿地得以

休养生息。“湿地是湖泊的肺，保护好湿

地生态，未来的养殖业发展才会有更好的

收益。”凉城县副县长贾小平说。

为进一步改善岱海周边生态和水质

问题，去年开始，凉城县又筹措出一笔资

金，将“一湖治理”升级为流域治理，发起

一场全流域“大扫除”，实施了岱海湿地清

理整治、电厂中水回用、污水管网铺设、环

岱海周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等 10多项工程。

通过多方不懈努力，岱海的生态环境

正逐步恢复。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岱

海面积萎缩趋势放缓，由 2005 年至

2015 年间年均缩减 2.6 平方公里，降为

2016年至 2019 年间的年均缩减 0.54 平

方公里；水质也在好转，湖中的鱼类等生

物增多。

“2020 年，湖面维持在 50 平方公里

左右，首次不缩减，让我们备受鼓舞。”贾

小平表示，尽管岱海治理牺牲了眼前的经

济效益，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的

生态环境为以后的长远发展留足了空间。

当前，在水利部等部门支持下，岱海

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已经启动，该工程将从

黄河干流取水，预计 2022 年 6 月竣工后

开始补水，从根本上解决岱海作为封闭

性内陆湖的水源补给问题。随着科学

治湖体系的建立、岱海治理理念的深

入人心，“塞外天池”重现美丽容颜指

日可待。

据新华社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第二批绿色工厂示范单位名单公示，

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被

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绿色工厂”。

为进一步实现绿色低碳经济，该公

司建立了绿色工厂领导小组，制定绿色工

厂专项推进工作方案，致力于将绿色发

展、节能减排与公司生产相结合，大力推

进绿色环保材料应用、节水节电技术提

升、主要污染物治理等重点工作，清洁生

产水平显著提升。本次获评“内蒙古自治

区级绿色工厂”荣誉称号，为该公司促进

绿色制造，在行业引领“绿色、节能、环保”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将继续秉持“借

自然一片风力、还人类一份清新”的理念，

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

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绿色发展方向，

从公司实际出发，深挖绿色发展项目，推

动绿色能源利用，坚守绿色环保，助力“双

碳”建设。 据《锡林郭勒日报》

包头市九原区：
生态立旗，产业兴旗。今时今日的敖汉旗秉承传统文化，

续写现代文明，在生态治理中筑牢碧海林涛“绿长城”，在产

业强旗中打造粮丰牛壮瓜果香，全旗的绿色发展呈现出别样

风光。

连日来，敖汉旗盛远米业加工车间机器“火力全开”，正

在抓紧加工生产订单，在加工设备和装卸运输设备的高效率

工作下，一辆辆装满优质敖汉小米的大车正销往全国各地。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公司 800 亩有机谷子基地已全

部完成种植，车间已进行了改造升级，加工后的小米口感和

品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下一步，公司还将上线日加工 80吨

的小米加工生产线，以满足更大市场需求。

近年来，随着“熬出中国味”的敖汉小米越来越被市场熟

知和大众所接受，敖汉旗谷子种植面积达到 100 万亩，全旗

已发展有机谷子种植区 1万亩、功能性谷子种植区 2 万亩、

绿色谷子种植区 8万亩，建设千亩谷子示范片 15 片、良种繁

育基地 2000亩、富硒谷子生产基地 2万亩，年加工优质小米

5亿斤以上。敖汉旗不仅成为全国县级最大的优质谷子生产

基地，敖汉小米还入选了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录，价

值评估超百亿元。以惠隆杂粮、刘僧米业等为代表的数十家

小米加工及经销企业，经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敖汉小米畅

销全国 700 余个市县区，还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真

正实现“敖汉小米香了一个村庄，甜了整个世界”。

下一步，敖汉旗将加快形成“技术装备先进、组织方式优

化、产业体系完善、综合效益明显”的小米产业格局。依托发

挥小米产业院士工作站、内蒙古谷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敖汉小米研究院的指挥引领作用，做足小米产品创新文

章，深入推进“互联网 +”战略，推动敖汉小米线上线下互动发

展。

同样发展红火的还有作为主导产业之一的肉牛养殖。近

年来，敖汉旗通过品种改良、扩繁增量、提质增效，全力打造

种草、养殖、育肥、加工、销售一体化生产格局，全面推进肉牛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全旗肉牛存栏 23.3 万头，建设

完善年存栏万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 2 个，建设标准化示范场

41个，肉牛养殖户 14575 户，百姓的日子真正“牛”了起来。

“肉牛养殖成本大、回报率高，为更好让养殖户受益，敖

汉旗以‘龙头 +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打造利益联结共

同体，同时延伸拓展肉制品精深加工产业链，以产、加、销一

体化模式推动肉牛产业平稳快速发展。”旗农牧局局长赵常

山介绍说。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生态建设起步，到摘得“全球环境

500 佳”荣誉称号，再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生态立旗理念贯彻实施，敖汉旗生态建设实现了由生态效

益主导向三效合一逐步转变。

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乌兰巴日嘎苏村原党支部书记于

顺深有感触地说：“生态环境好了，自然风光美了，但最震撼

人心的当属壮美的人工生态景观。”四德堂的十里杏花坡、三

十二连山的叠翠图、治沙林场的绿野碧空、百灵山的丹叶苍

松……无一不在述说着敖汉旗生态建设精品工程的灵与美，

也成为当下乡村振兴旅游观光的引人之处。

目前，敖汉旗已完成重点区域绿化 7000 亩、人工种草 9

万亩、营造林 12.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4.17%。

数十年植树造林艰苦奋战，数十载绿色发展口耳相传，

当下的敖汉旗走出了一条林多草多、畜多肥多、粮多钱多的

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据赤峰日报

———内蒙古综合治理内陆湖岱海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

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获“自治区绿色工厂”称号

敖汉旗：绿色发展别样风光

通辽 3000 万亩沙地披上绿装

沿黄生态廊道美 映绿幸福母亲河

让“塞外天池”重现美丽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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