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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缓
解当前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必然选择，
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致
力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1年，水利
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的梁文涛与内
蒙古有着不解之缘。

“我们率先在包头市开展了典型工
业企业用水审计工作，摸清企业用水现
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节水建议，为工业企
业深度节水控水提供了技术支撑。”梁文涛说。

2021年，包头市被命名为国家节水型城市，
成为内蒙古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在此过程中，
梁文涛及其团队协助包头市制定了城市节水规
划，推动一系列节水措施有效落实，为节水型城
市成功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中，梁

文涛团队结合各旗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
的节水方案，并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帮
助多个旗县成功完成节水型社会达标及建设，为
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园区工业企业节水诊断“把脉”，也是梁
文涛团队的工作重点。多年来，梁文涛带领团
队深入各大园区，对各类工业企业进行详细的
用水调查和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节水方

案，帮助企业降低用水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

此外，梁文涛及其团队还积极推
动企业节水型载体创建工作，通过组
织培训和宣传，帮助企业提高对节水
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和完善节水管理
体系。在团队的努力下，多个企业成
功创建了节水型载体，为内蒙古的水

资源节约与集约利用树立了典范。
2024 年 5 月 1 日，《节约用水条例》正式实

施。条例的出台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推
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举措，为节水工作
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梁文
涛表示，他和团队将继续深入研究节水技术和管
理方法，积极推广节水理念和实践经验，为推动
节水型社会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节水”团队的技术支撑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南部，一条
连绵 120多公里、面积达 24万公顷的樟子松
林带，莽莽苍苍，郁郁葱葱。

这里就是被誉为“樟子松的故乡”的红花
尔基林区，这里有中国唯一、亚洲最大的珍稀
沙地樟子松林。

沙地樟子松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其以耐
寒耐旱耐瘠薄的生物学特性，成为治沙造林的
先锋树种。红花尔基林业局现有采种林、母树
林近10万亩，其中国家重点母树林基地0.3万
亩。作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自治区唯
一的樟子松良种基地，红花尔基林区承担着为
生态建设、造林绿化培育生产樟子松优质种
子、苗木的任务。

临近6月的一天，在红花尔基林业局辉河
林场施业区内的樟子松子代测定试验林，工人
们正在给樟子松林喷洒农药。红花尔基林业
局国家樟子松良种基地主任冯建林告诉记者，
基地现有子代测定林 101亩，现在打药，主要
是防治松梢斑螟、天牛、小蠹虫等虫害。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木良种基地始建于
2002年，自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樟子松良种
基地以来，积极引进遗传育种技术，开展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营建起种质资源保存库、良种
示范林、子代测定林。为拓宽遗传基础，加快
樟子松树种遗传测定，推进升级换代，基地营
建完成了 450 亩樟子松种子园，初步形成了
引、繁、育一体，功能齐全的樟子松林木良种繁
育基地。

正是在红花尔基，沙地樟子松从一粒粒小

小的种子，一棵棵幼小的树苗，走向“三北”。
1952年，辽宁省章古台治沙站开始从红

花尔基引种。这之后，作为国家定向定点的
“三北”防护林建设种子林基地之一，红花尔基
沙地樟子松陆续被引种到吉林净月潭、河北塞
罕坝、陕西榆林、宁夏沙坡头、甘肃临泽、新疆
天山等华北、东北、西北 12省区，在 200多个
县市安家落户。如今，这些地区的樟子松也已
经大面积成林。

为了守护好这片宝贵的樟子松林，几代红
花尔基务林人聚焦森林资源保护培育管理，全
力做好天然林资源保护、修复工作。建局 50
多年来，红花尔基林业局累计造林60多万亩，
让这里的森林资源本底更加厚重。

“天保工程”的实施，更是给红花尔基林业
局生态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自 2000年“天
保工程”实施以来，红花尔基林业局大力推进
森林管护、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
抚育工作，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加强管护科
技投入，实现了森林资源“增量提质”。

2011年至 2019年，红花尔基林业局森林
覆盖率由32.67%提高到 41.66%；森林面积增
长了 70.4 万亩，森林蓄积量增长 457.31 万立
方米，实现了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双增长。

红花尔基西临蒙古国干旱草原和呼伦贝
尔草原，输入型火灾威胁较大，这里又是春季
干雷暴频发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任务艰巨
繁重。

为强化管护责任落实，红花尔基林业局构
建起四级森林管护体系，形成了“分级管理，层

层落实，互相监督，责任共担”的管护格局。各
林场优化调整管护模式，采取管护站管护、专
业与集中管护、林火远程监控和高山瞭望管
护、GPS航迹管理和智能巡护监测平台管理等
方式，实现了森林资源管护全覆盖。同时，不
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54座管护站和防火检
查站基本辐射全域，配备 58台轻型扑火运兵
车、森林消防队装甲车、防火隔离带开设机等
防扑火设备，建设 12处林火监控系统和地理
信息系统，基本实现了森林防火预警、指挥系
统现代化。

森林防火，关键在人。红花尔基地区农
牧业点多，流动人员也多，春季防火压力大。
红花尔基林业局防火救灾办公室副主任蔡庆
波介绍，今年春旱严重，林业局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管理，进山人员实行实名制，严防火种
进山。各林场开展了清山、清沟、清河套“三
清”行动，重点就是清人和清野外火源，杜绝
火险隐患。林业局专业扑火队和各林场半专
业扑火队 430 多人枕戈待旦，执守在防扑火
一线。

在辉河林场 516迹地管护站，4名森林管
护员常年坚守在森林管护第一线，刘锡坤就是
其中一员。他介绍，这里是“四季防火，两季戒
严”。来到管护站工作的 5年里，他和同伴每
天都要骑摩托或者步行巡护六七十里，检查烟
火、劝返进入林区人员。

正是因为时刻绷紧防火这根弦，红花尔基
林业局取得了连续18年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
灾的好成绩。

樟子松，从这里走向“三北”
□本报记者 李玉琢 李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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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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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自治区唯一的樟子松良种基地，红花尔基林区承担着为
生态建设、造林绿化培育生产樟子松优质种子、苗木的任务——

在海拉尔西山，有一片平均树龄 300 年的樟
子松古树林。它们凝视四时更迭，阅尽世间沧
桑，与一代代海拉尔人相依相伴。为更好地保护
这片古树林，呼伦贝尔市专门颁发《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国家森林公园樟子松保护条例》，同时依托技
术手段和护林员巡查巡护，严防破坏古树行为。

古树名木是记录自然生态变迁的“活化石”，
也是承载历史记忆的绿色“国宝”，彰显着中国历
史传承至今的朴素生态观和绿色发展理念。

我国古代就有“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
等树木保护制度。当今，做好古树名木保护需要
更多现代化的手段。要依托智能化、数字化技
术，完善古树名木数据库，形成科学精细的管理
制度。要挖掘古树名木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
价值，讲好古树名木保护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它
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从而让古
树名木真正成为有记忆的地标、可触摸的历史，
推动更多群众参与古树名木保护。

守护好绿色“活化石”
◎正文

本报 6月 26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近日，蒙草集团和国家草业技术创新
中心（筹）等单位，历时14年之久选育的
生态生产兼用型草种——“哈素海野大
麦”通过自治区草品种审定，登记为野生
驯化品种。

2009年，育种团队在呼和浩特市土
左旗哈素海采集 1355株野大麦作为原
始材料进行筛选培育。经过多年耕耘，
团队逐步改良了野大麦草产量不稳定、
整齐度不高等性状，形成新品系。同时
在呼和浩特、乌拉盖和镶黄旗进行区域
试验和生产试验，并投入敕勒川草原生
态修复项目应用，均取得良好表现。

多年来，蒙草创新育种团队广泛采
集乡土植物种质资源，专注培育生态修
复优良草种，目前已通过审定认定国家
及自治区草品种33个，引种驯化乡土植
物200余种。

“哈素海野大麦”草种通过
自 治 区 草 品 种 审 定

本报 6月 26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内蒙古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陆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专项整治行动，全
面规范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示展
演等经营利用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各地林草主管
部门严格开展自查工作，对辖区内陆生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示展演活动等相
关从业机构现状进行核查，科学评估场
所建设、技术能力、安全措施及应急预案
等情况，切实堵住危及陆生野生动物安
全健康和公共安全的管理漏洞。同时，
自治区林草局联合国家林草局驻内蒙古
专员办组成督导组，对各盟市整治情况
开展监督检查，以此次行动为契机，全面
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确保专项
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内蒙古开展陆生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 6月 26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 实习生 董雨萌）记者从自治区水
利厅获悉，近日，自治区科技创新重大示
范工程“十大孔兑风水复合侵蚀区泥沙
阻控与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集成与示
范”项目启动实施。

该项目是自治区水利厅在2023年成
功揭榜自治区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

“内蒙古引黄灌区水资源时空调控与节
约集约利用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后，再次
成功揭榜的自治区重大科技示范项目。
该项目汇集区内外优势科研力量联合攻
关，通过探索不同生态修复空间泥沙阻
控关键技术研究，揭示“十大孔兑”复合
侵蚀及洪沙产输的驱动机制，对于完善
和提升相关制度标准、技术支撑体系和
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内 蒙 古 一 项 科 技 创 新
重大示范工程启动实施

本报 6月 26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 实习记者 潘佳慧）记者从自治区
林草局获悉，自6月初自治区林草局联合
蚂蚁科技集团发起“我为三北种棵树”内
蒙古专场活动以来，已完成种树超过251
万株，为内蒙古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
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发挥积极作用。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
集中、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担负着国
家“三北”工程六期沙化土地治理 60%
的任务量。为切实凝聚起全社会支持、
参与“三北”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我为
三北种棵树”活动邀请亿万网友，通过支
付宝搜索蚂蚁森林页面线上参与活动即
可完成种树，活动到6月底结束。

近年来，蚂蚁科技集团依托“蚂蚁森
林”公益项目，累计为内蒙古捐资 15亿
元，完成治沙造林超过300万亩。

“我为三北种棵树”内蒙古
专场种树超过 251 万株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在炽热的夏季，赤峰市巴林右旗多地杏树林
枝繁叶茂，杏子挂满枝头。“按照规划，旗里将持
续加大山杏和扁杏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形成规模
化的产业体系，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完成山杏嫁
接扁杏项目 5万亩，助力农牧民稳步增收，实现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赤峰市巴林右旗林
草局林业和草原建设修复股股长高飞说。

近年来，巴林右旗充分利用大扁杏花期晚的
优势和坐果率高、仁用价值高、产量高等特点，大
力实施山杏嫁接大扁杏项目，盘活了被忽略多年
的退化山杏资源，使退化林变成“杏”福林。山杏
嫁接大扁杏项目利用山杏资源丰富、根系发达、适
应性强的特点，将大扁杏嫁接到部分退化山杏林
上，做到“当年嫁接、二年成型、三年见果、四年丰
产”。调查发现，今年，嫁接大扁杏的山杏树坐果
率比嫁接前提高3倍，预期收益也将翻番。

据了解，巴林右旗共有山杏面积近 100 万
亩。2021年开始，该旗先后在宝日勿苏镇、大板
镇、查干诺尔镇、巴彦琥硕镇、西拉沐沦苏木等地
实施山杏嫁接大扁杏项目31000亩。其中，宝日
勿苏镇实施山杏嫁接大扁杏项目17000亩，由于
管理措施得当，长势好、结果多，实现了“一次嫁
接、长期收益”的良好成效，极大地激发了农牧民
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片重焕生机的“杏”福林

□本报记者 霍晓庆

站在磴口县刘拐沙头观景台，远望黄河沿
岸，裸露沙丘处已经织满草方格，植被稀少缺口
处，新栽下的乔、灌木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沿河
防风固沙林融为一体，绵延成一条阻沙入黄的生
态绿带。

刘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在磴口县境内与
黄河“握手”的风沙口。过去，该区域植被稀少，
乌兰布和沙漠大量黄沙直接由此倾入黄河，造成
河床逐年抬高，严重威胁黄河安澜。2008年，磴
口县争取实施了刘拐沙头综合治理工程，在黄河
沿岸营造了长约7公里、宽约3公里的灌木防风
固沙林带，有效切断了沙漠入侵黄河的通道。

“如今历时16年之久，刘拐沙头防风固沙林
带部分林木出现退化等现象。2024年，磴口县
将刘拐沙头作为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一号高地
进行集中攻克，并打破区域限制，与阿拉善盟开
展刘拐沙头黄河岸线流沙联防联治生态治理。”
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何文强介绍说。

项目治理过程中，对裸露沙丘、植被稀少缺
口等进行压沙和灌木造林；对严重退化的梭梭林
通过平茬等措施进行退化林修复；对生长缓慢的
梭梭通过修枝、浇水等措施进行抚育管理。治理
区面积共10.35万亩，到 2026年项目完成后，黄
河岸线流沙将得到全面治理，刘拐沙头区域林草
覆盖度将达到75%以上。

一条阻沙入黄的生态绿带

□文/本报记者 李国萍 图/陈丽红

时至仲夏，兴安盟突泉县兴宝牲
畜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林地，已是文冠
果成林，林下中草药成势。负责人唐
金发每天到此，都是满眼欣慰。

文冠果既是生态林，又是经济
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食用油料树
种，其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作
为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
点县之一，突泉县将文冠果作为当地
土地荒漠化及小流域治理的优良树

种，2008 年至今，全县共种植文冠果
树7.5万亩。

突泉县林草局副局长毕胜华介绍，
种植1亩文冠果产出的叶茶、花茶、食
用油等，盛果期年总产值可达1.5万元
以上，经济价值非常可观。不仅如此，
文冠果林下还可以种草、种药材，养牛、
养鹅，构筑一条绿色“生态链”。

目前，突泉县正在推进东风林场
“万亩文冠果+万亩湿地保护+万亩林
药间作”的科尔沁沙地林草湿一体化
综合治理项目，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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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获丰收喜获丰收。。

摊晒文冠蕾茶摊晒文冠蕾茶。。

文冠果树花开满枝文冠果树花开满枝。。

兴安盟突泉县文冠果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林兴安盟突泉县文冠果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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