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同志，最近是春季防火期，我
正在巡山，不敢掉以轻心，巡完山我联
系您。”3月 26日，在内蒙古森工集团金
河森工公司嘎拉牙林场，生态护林员边
玉学正行走在大山深处，守护着广袤的
森林。

傍晚，护林工作结束，回到护林站，
他便向记者讲起了他40余年扎根大山、
坚守林海的故事。

边玉学是名副其实的“林二代”。20世纪 50
年代，边玉学的父亲边金良随父母从山东老家来
到嘎拉牙林场，成为一名伐木工人。朴实的性格
和勤劳的双手让边金良成为了林区的模范伐木
工，同时也成了童年边玉学的偶像。

1987 年，21岁的边玉学从父亲的手中接过
接力棒，成为一名集材工。起早贪黑、勤劳肯干，
边玉学很快成了精通业务的行家里手，连年获“首

席集材工”和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时间来到2011年 5月，原本以为要伐一辈子

木的边玉学迎来了命运的变化，他从生产一线调
入林场管护队，从一名“砍树人”变成“看树人”。
2015年 4月 1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护林是林场最艰苦的工种之一，不仅单调乏
味，而且责任重大。边玉学管护的责任区面积大、
战线长，他每天巡山一次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

自从成为护林员，边玉学深知他的
职责，一旦发现乱砍滥伐等现象，他从
不留情。在长年的管护中制止了多少
次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连他自己也记
不清了。

防火是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边玉
学每天都要到辖区主要入山路口宣传
防火政策，十几年来，他管辖的生态功

能区没有发生过人为因素引发的火警。边玉学总
说：“我参加过森林火灾的扑救，知道扑火队员的
工作有多么危险、多么不易，也看到过被烧毁的林
子，感到特别痛心。所以我们必须站好岗，让守护
的这片林海远离火灾的威胁。”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边玉学已在林子里无怨
无悔地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望着葱郁的大山，他
都难掩内心的激动：“我对这片林子有感情，每天
不在山里走走，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站好岗 护好林
□本报记者 帅政

春风送暖，黄河“几字弯”顶端的包头河段，
冰面开始消融。

每到此时，市民们便兴致勃勃，纷纷向南，
沿河观凌、看鸟、吃鱼，感受春风拂面。

奔流不息的黄河不仅滋养了包头的城市发
展和人民生活，也造就了沿岸独特的绿色生态
环境。

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流域包头
段，是我国纬度最高的黄河湿地。这几天，天
鹅、苍鹭、鸬鹚、银鸥、红嘴鸥等候鸟正陆续归来。

“这里的鸟类从最初的 70多种，增加到现
在的 232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达
到49种，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
观赏。”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科教监
测股工作人员代红亮介绍说。

黄河过境包头 220公里，长年冲积形成了
1.36万公顷的黄河湿地，是包头市重要的水源
地和生态屏障。为保护黄河湿地珍贵资源，
2011年包头市申报建设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
园，并相继出台政策法规体系，禁止任何违法占
用湿地的行为，开展沿黄湿地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多部门联合执法打击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
违法违规行为。

短时间内，黄河河道内违规建筑物全部拆
除，湿地地貌得到平整恢复，违规耕地、捕鱼、放牧
等破坏湿地生态行为大幅减少；组织实施生态补
水、水系连通、湿地保护修复、科普宣教设施建设
等重点工程；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河
流、湖泊、林木都有了专属守护者……

“过去这里是大面积的河滩地，附近有不少
煤厂、砖厂，生产废水直接排进湿地，有段时间

环境变得很差。经过治理、清理、修复，现在水
清了，滩绿了，鸟儿都回来了。”包头市南海子湿
地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苗春林，看着治理后
的湿地，不禁感慨。

将目光移回岸上，包头市以系统治理的思
维，以综合治理为抓手，认真落实《黄河流域保
护法》，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重点做好入黄支
流水质改善、工业废水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等
工作。

在包头市北方稀土冶炼分公司（华美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洁白的盐粒被机器灌装入袋，整
齐排放。“这是利用稀土分离生产过程中的废水
资源化循环生产的氨肥。”公司员工刘勇俊指着
生产线为记者介绍，“自2015年开始，我们投资
7亿元用于废水处理，目前已经完全实现废水
零排放。”

“稀土行业比较特殊，生产废水中可回用的
资源多，主要有氨、氮等元素。”包头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高崇告诉记者，“包头
的稀土企业临近黄河，废水处理不好，对水环境
的危害很大。”

为此，包头市生态环境局立足稀土矿产丰
富、企业众多且又临近黄河的区位特点，推动稀
土企业加大节能减排、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力度，
持续推进“三废”治理及达标排放技术改造。华
美正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企业，现在华美每年
靠废水提取出的氨肥都能卖出500万元。

如今，废水零排放在包头市稀土行业得到
广泛推广。“目前全市稀土企业均实施完成了废
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均实现废水不外排，从根本
上解决了我市稀土工业的废水污染问题。”高崇

表示。
不仅稀土行业，包钢、包铝等重点工业企业

都进行了节能减排改造，不断推进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严控“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包头年用
水总量始终控制在10.5亿立方米左右，成为自
治区首个国家节水型城市。

一池清水，给予了包头生机与活力。来到
包头二道沙河，只见河水清澈、水量丰沛。沿河
而行，随处可见再生水补充河道后形成的美景，
蓝天白云下，一泓碧水与周围的植被相映成趣。

“现在河道的水已经达到了Ⅳ类。”包头市
水务局总工程师陈群柱介绍，再生水经处理后
达到地表Ⅳ类及以上水体，才能输入全市各条
河道供水。为保证水质，河道内注入的再生水
由活水泵站在相应的水坝内进行微循环。“目前
城区昆河、二道沙河、四道沙河、东河 4条已经
建成的河道，基本实现了蓄水。”陈群柱说。

近年来，包头市实施了城市水生态综合治
理项目，综合整治城区河道环境 34.5 公里，完
成主城区 4条河道生态补水和治理任务，受益
人口近百万。同时全面落实河湖长制，依法常
态化、规范化开展巡河和河湖“清四乱”，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任务全部完成。并大力推动沿黄农
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全市 322个行政村完成
治理。

据统计，目前包头市 8个地表水国考断面
和 4条主要入黄支流水质实现全面消劣，一般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54%。

成绩背后，体现的是包头市以更大力度、更
强措施抓实抓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加快构建绿色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心。

“一池清水”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记者 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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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绿野新风］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为保障

“三北”工程、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
化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林草种苗稳
定供给，全区规范林草种苗市场秩序专
项整治行动已于近日启动。

据悉，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从 3月
一直持续到 10月底，共分宣传动员、全
面排查、集中整治和成果巩固 4个阶段
进行。以整治扰乱市场秩序行为、整治

“三无”生产经营行为、整治非法采集种
子行为、规范跨区域调运种苗行为 4项
工作为重点，严厉打击行业垄断、囤积居
奇、哄抬物价、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行
业乱象，形成政府监管、行业指导、生产
经营主体负责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
局面，助推打好打赢防沙治沙战役。

内 蒙 古 启 动 专 项 行 动
规 范 林 草 种 苗 市 场 秩 序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3月 26日—28日，为期 2天的“第九
届内蒙古林产品博览会”在内蒙古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
局积极组织蒙草、宇航人等各旗县区 9
家优质林草企业参展。在提高林产品知
名度、美誉度中，有力推动全市林草产业
高质量发展。

据悉，目前呼和浩特市共有林草企
业306家，林业合作社52家，龙头企业6
家，重点发展特色林果、林草中药材、草
产业、柠条产业 4条产业链，逐步完成

“一县一品”布局，2023年全市林草产业
总产值达到85.15亿元。今年全市将探
索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系列政策，扶
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深入实施林草产
业“强链、补链、延链”工程，不断将林草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全市经
济增长。

呼和浩特市推动林草资源
优 势 向 产 业 优 势 转 化

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签发 2024 年森林草
原防灭火令，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强化事前发
力，推动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全面吹响了内蒙古
森林草原防火“集结号”。

枝繁叶茂一百年，化为灰烬一瞬间。清明前
后，祭扫活动频繁，稍有疏忽就会酿成严重后
果。在“防”上放松，就要在“灭”上投入成倍的精
力和成本，还要面临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只有
保持强烈的风险意识，保持警钟长鸣的清醒，把
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才能牢牢
掌握应对风险的主动权。

森林草原防火，一头连着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一头连着宝贵的森林草原资源，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各地坚决落实好各项防火措施的同时，
要发动全社会力量，互相监督，彼此提醒，防微杜
渐，持之以恒，构筑起防火灭火的“铜墙铁壁”，守
护好绿水青山。

事前发力筑牢“防火墙”
◎正文

□本报记者 李国萍

一场濛濛春雨过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随处
可见的口袋公园、林荫小道、景观长廊内，健身休
闲的人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怡然自乐。

“城在林中、人在园中”，一直是市民渴望的
居住环境。2023年，回民区持续拓展城市生态
空间，建起60处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口袋公园、35
公里绿道，打造绿化节点200余处。

“一年四季只要下楼，就会到门前的口袋公
园转一转。有休息区、有健身设施，有时候这里
举办文娱活动，我们也跟着唱唱歌、跳跳舞。”住
在呼钢小区的居民丁秀芬，对近几年周边环境变
化很是欣慰。

为消除绿化带缺株断档、黄土裸露现象，从
3月初开始，回民区园林建设服务中心便在口袋
公园的部分区域进行树木的增植补植，对园内的
树木进行春季修剪，全面提升绿地景观效果。同
时，对回民区范围内68条道路的树木进行补植，
并对3条新建道路的行道树进行栽种，预计今年
绿化补植树木将达到2000余株。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立足“一横两纵
三片区”，围绕“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设计理
念，充分利用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见缝插
绿”，对较小地块进行绿化种植，布局口袋公园，
为附近居民提供活动和休闲场地。通过绿化建
设，有效提高了绿地面积和生态环境质量，居民
宜居度显著提升。

“见缝插绿”建设生态宜居环境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今年春季，内蒙古西辽河流域各级水
利部门紧抓春季冰雪消融、农业灌溉尚
未开始、河道冻土未化水量损失小的窗
口期，对西辽河流域实施水资源集中调
度。截至 3月中下旬，西辽河干流水头
到达总办窝堡枢纽断面。春季调度期西
辽河水资源调度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实
现力争到达通辽规划城区界并向下游延
伸的春季调度总目标奠定了基础。

据悉，自2020年对西辽河流域开展
水资源调度以来，内蒙古按年度制定印
发《西辽河水量调度方案》，及时下达调
度指令，实施河道和工程联调。通过科
学精细调度，西辽河复苏初见成效，干流
累计下泄生态水量 8.25 亿立方米，“有
水”河段逐年延长，西辽河流域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西 辽 河 干 流 水 头 到 达
总 办 窝 堡 枢 纽 断 面

包头市8个地表水国考断面和4条主要入黄支流水质实现全面消劣，一般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率达到54%——

本报3月 27日讯 （记者 帅政）
近年来，乌海市积极探索以更加科学、精
准的方式保护黄河，通过引进黄河流域
水污染预警溯源系统，实现了断面水质
现状监测向污染溯源监测和监控预警监
测方向的转变。水污染监测的深度不断
延伸，为改善水环境质量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撑。

据悉，乌海黄河流域水污染预警溯
源系统可以通过水质指纹比对可快速精
准识别污染源，突破了水污染防治和监
管领域溯源难、溯源慢的技术瓶颈，同时
大幅提升了水环境监管效率和水平。结
合精准溯源、现场执法、应急监测，全链
条构建起“预警-溯源-应急-执法”联
动机制，对违法排污行为形成有效震慑。

乌 海 市 水 环 境 监 管
效 率 和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奈伦湖落日余晖中的倩影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奈伦湖落日余晖中的倩影。。

［绿眼］□本报记者 肖璐

俯瞰西拉木伦河赤峰市林西河段，乡间田野
平坦开阔，一道道水渠将珍珠似的鱼塘与大河串
联，一片片芦苇金黄错落，呈现出别有韵味的仲
春景象。

一大早，林西县官地镇镇级河长王猛沿着西
拉木伦河一级支流查干木伦河巡河。他不时掏
出手机，对河边各个角落进行拍摄。河水是否受
污染、有无丢弃的垃圾，都是他关注的重点。

林西县曾饱受大河汛期泛滥以及土地盐碱
化的困扰。有水则兴，无水则荒，在县、镇、村级
河长的共同努力下，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成为一
道美丽的风景，林西河网重新焕发绿色生机。

“到期采砂设备滞留，有造成非法采砂的风
险，不仅破坏堤岸，严重危及两岸人民群众的安
全，更破坏生态环境，请你公司限期拆除……”在
大营子乡五一村巴尔汰河河段，在河长与人民检
察院联合现场执法监督下，采砂企业拆除了到期
采砂设备。2023年，在联合执法中共拆除到期
采砂设备6套。

护河更要清河，林西县着重加强对河流卫生
的重视，成立专门卫生保洁队伍，农村生活垃圾
实现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目标。今年，林西
县正在引进明阳集团，对全县农作物秸秆根茬、
牲畜粪便等进行综合加工利用，从源头阻止垃圾
进入河道，确保河岸干净、水质清澈。

河流成网，百鸟翔集，草木丰茂，稻谷飘香
……林西县呈现出“水聚山环”的美丽乡村景色。

“水聚山环”呈现美丽乡村景色

随着气温回暖，有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身份”的白天鹅，近日抵达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境内。它们的到来，带来了春天的信息，也标
志着候鸟春季迁徙拉开了序幕。

在磴口县奈伦湖国家湿地公园，白天鹅的
倩影与碧水蓝天相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目前，首批迁徙到此的候鸟种类有白天
鹅、赤麻鸭、红嘴鸥、白鹭、灰鹤、针尾鸭等。

候鸟选择栖息地时，需要综合考虑食物
和水源等多种因素。磴口县境内有 160多处
天然湖泊，随着近些年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设，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可满足不同鸟类的栖息需求，飞到这里的
鸟类种群与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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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游弋的天鹅悠闲游弋的天鹅。。

闲庭信步的灰鹤闲庭信步的灰鹤。。

奈伦湖上天鹅舞奈伦湖上天鹅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