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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助一只雕鸮开始，到陆续救
治上百只红隼、长耳鸮、鸳鸯、狍子等
野生动物，再到专门从事野生动物疫
病防控、外来物种入侵调查等工作，95
后小伙于政凡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林
草局野生动物救助员岗位上一干就是
8年。

翻看着一张特殊的“全家福”，于政
凡的思绪又回到了2016年。当时，一只翅膀受伤
的雕鸮被人救起后交到了他的手中。在为雕鸮做
了接骨手术并悉心照顾 2个月后，雕鸮恢复了健
康并成功放飞。让于政凡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
的 2 年里，这只雕鸮又因 2 次意外受伤与他重
逢。数次相救后，只要于政凡一拍手臂，雕鸮就会
跳上去，俨然将他当做了老朋友……对野生动物
发自内心的喜爱，让于政凡专心做起了专业野生

动物救助员。
野生动物病毒不同于植物病毒，动物病毒中

大部分是人兽共患的，人与野生动物间互相传播
的危险一直存在。然而，于政凡却说：“治好它们
的伤病是我的职责，看到野生动物重归大自然，我
会感到非常欣慰。”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于政凡的工作状态，
那应该是“乐在其中”。从2016年至今，他成功救

助了野生动物123头只。
以前救助站不够动物们居住，于政

凡就把受伤动物带回家治疗，直到它们
痊愈。现在，阿荣旗林草局与图博勒国
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共同成立了专门的
野生动物救助站，周边地区需要救助的
野生动物也都送到这里来。

一只只被于政凡照料的野生动物
就像自家孩子一样，就算再不舍得，只要满足放归
条件，他也会让它们回到大自然。“舍不得是肯定
的，但是大自然才是动物们的家。”于政凡对野生
动物有着更加专业的理解。

如今，于政凡不只是负责野生动物救助，野生
动物致害补偿、保护宣传、疫病疫源防控等工作，
他也都承担了下来，只要是和野生动物相关的工
作都有他的身影。

“乐在其中”的守护
□本报记者 李国萍

盛夏之际，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泊江海子波光粼粼，清风拂动。水面上，遗
鸥、赤麻鸭、黑翅长脚鹬等鸟类，或在浅水处驻
足享受安静，或在水中嬉戏觅食，为这片海子
带来蓬勃生机。

听着海子上遗鸥叽叽喳喳的叫声，保护区
东胜管理站站长魏军开心得很。这里栖息的
3000多只遗鸥是他的“老朋友”，从数量一度
急剧减少，到大量遗鸥再度选择回归“安家”，
魏军是这番“蝶变”的见证者。

魏军告诉记者，高峰时这里的遗鸥超万
只，如今有3000多只栖息，还没恢复到历史最
高水平。

似水流年，见证着鸟儿“家”的变迁。鄂尔
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98年 4
月。2001年 6月 16日，该保护区晋升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 2月 2日，被国际湿地
公约组织认定为全球第 1148 号国际重要湿
地，这里一度是遗鸥的理想家园。

“保护区属内陆湿地，总面积14770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为遗鸥等80多种水禽候鸟及其
栖息地，是全世界遗鸥鄂尔多斯种群最集中的
分布区和最主要的繁殖地。”鄂尔多斯市生态
环境局东胜分局的程杰说。

作为世界公认的濒危鸟类，遗鸥在我国被
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直到 1971
年才被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物种，是人类发现最
晚的鸥类。动物学家与它相识恨晚，为它们取
名“遗鸥”，意为被遗忘的鸥鸟。它们一般栖息
于草原、沙漠和半荒漠的湖泊和沼泽地，对栖

息地有着极高的要求，也被称为高原上“最脆
弱的鸟类”。

遗憾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煤炭资
源富集的鄂尔多斯实施“资源转换”战略，煤矿
的大开发导致地下水位下降。2012年前后，泊
江海子干涸，失去乐园的遗鸥向天津的滨海湾、
陕西的红碱淖尔方向，开始了悲壮的大逃亡。

魏军说，由于流域内连年干旱，连续几年
平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没有形成有效供水
补给，造成湿地面积逐渐缩小。尤其自 2003
年起，保护区水域面积逐年萎缩，湖心岛消失，
主功能区湿地功能逐步退化，这也是导致遗鸥
数量急剧减少的原因。

面对如此窘境，鄂尔多斯市痛定思痛，开
始沿着“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全面转型。开始实施引进大企
业、关闭小矿井、“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等
一系列措施。

其中，由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大企业组成的中
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把采煤产生的矿井
疏干水循环再利用，通过近百公里的输水管
道，源源不断地注入泊江海子湿地。

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原来靠河流、降雨生
成的泊江海子湿地曾因蒸发量、渗透量过大而
消失，注入的矿井水能否留住？矿井水特殊的
成分能否有利于水生动植物成长？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及时成立基于
矿井水利用的湿地生态环境修复课题组，针对
矿井水水体含盐量上升、土壤盐碱化、不耐盐碱

类植被退化的现状开展研究，并对水质进行长
期跟踪监测。同时，在泊江海子湿地远离遗鸥
繁殖的湖心岛，改造珍鸟栖息地1000平方米，
为鸣禽和涉禽提供筑巢、产卵、觅食的场所。

为更好保护湿地，东胜区还专门编制了
《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修复方
案》，通过实施系列工程措施对保护区湿地进
行生态修复。

生态补水、人工增雨、河道清淤、矿井水补
水、大口井封填、淤地坝疏通……一连串的措
施让这片湿地重现生机。

与此同时，东胜区杜绝人为污染破坏，最大
限度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和影响，促进保护区
生态自然恢复。“我们全面清理拆除保护区内各
类生产经营设施，将核心区内的人工设施，缓冲
区内的养殖场、围猎场、鱼塘，实验区内小型水
泥预制板厂等进行彻底拆除。”程杰说。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带来的是湿地的蝶变
重生。目前，保护区湿地水域面积恢复到近8
平方公里，湿地生态功能得到有效恢复。

“湿地生态逐步修复后，久违的遗鸥于2019
年出现在泊江海上，不过当时只有10只。”魏军
说，从2020年至今，这里的遗鸥年年都在增加，
一直到现在的3000余只。“与遗鸥一同回归的还
有丹顶鹤、白鹳等80余种水禽候鸟。”

生态环境好不好，遗鸥最知道。“现在是遗
鸥的繁殖期，它们正忙着筑巢、孵卵，一大批小
遗鸥也会在这里出生、长大，10 月后陆续南
迁。只要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每年春天它
们都会乘风归来。”程杰说。

乘 风 归 来 是 遗 鸥
□本报记者 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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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补水、人工增雨、河道清淤、矿井水补水、大口井封填、淤地坝疏通等措施
的实施，让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重现生机——

时下，通辽市扎鲁特旗张秀华家的榛子林绿
意葱茏，林下套种的苍术等药材生机盎然。“榛
子+药材”的林下经济模式，让张秀华收入翻番，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近年来，内蒙古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
为依托，坚持发展种植、养殖、采集和森林旅游等
业态的林下经济，规模和成效显著。磴口县治沙
梭梭林接种的肉苁蓉、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下生产
的野生蓝莓，既保生态又能富民的林下产业，正
在北疆大地开花结果。

当 前 ，内 蒙 古 各 地 各 部 门 在 完 善 政 策 配
套，鼓励各类林下经济发展外，还需要鼓励农
业 龙 头 企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经 营 大 户 参 与 其
中。因地制宜发展林禽、林畜、林菜、林草、林
菌、林药、林油、林粮、林游等多元化林下经济，
通过“电商企业+合作社+基地”模式，实现林
下产品、市场、商家、消费者之间的无缝对接，
激发群众发展林下经济的热情，让林下经济发
展更有后劲。

让林下“掘金”后劲足
◎正文

本报 7月 10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阿拉善盟在阿左旗巴彦浩特镇人
工梭梭林区开展“以鸟治虫”生物防治示
范推广，拉开了2024年度“以鸟治虫”防
治工作序幕。截至目前，当地“以鸟治
虫”生物防控面积 4万亩，2024年度计
划新推广面积0.9万亩。

据了解，阿拉善盟荒漠灌木林面积较
大，可招引的食虫益鸟种类很多。但由于
灌木枝干较细、缺乏筑巢材料，限制了鸟类
的大量栖息和繁殖。自2021年起，阿拉善
盟逐步探索“以鸟治虫”的生物防治试验，
在灌木林中人工悬挂鸟巢，既可提高鸟类
筑巢和繁殖率，使鸟类得到保护繁衍，鸟类
又能取食大量昆虫，实现长期持续控制虫
害。同时，鸟类在迁飞活动中又能将未消
化的种子排泄在荒漠林区，有助于林分更
新。此外，还减少了化学药物防治对生态
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对害虫天敌的伤害，促
进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阿拉善盟“以鸟治虫”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本报 7月 10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连日来，
通辽市积极开展西辽河 2024年水质提
升攻坚专项行动，市生态环境局通过成
立指导组，对科左中旗和科左后旗重点
地区地表水水质提升工作开展现场帮扶
指导，进一步推动西辽河流域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努力提升通辽市水环境质量。

据了解，指导组深入科左中旗新开
河大瓦房断面、科左后旗秀水河常胜断
面、科左后旗西辽河二道河子断面，到断
面上游干流、支流、干渠查看实际情况，
监测水质，查找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
指导组现已发现生活污水排放、河道施
工、畜禽粪便入河、河道垃圾、水土流失
等问题11个，并将问题及时反馈属地并
提出有效解决措施。

通 辽 市 积 极 改 善
重点区域断面水质

本报 7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
以来，我区以绿色矿山标准化试点和公
路工程绿色施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综
合利用大宗固废标准体系建设为抓手，
全面推动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批准锡林
郭勒盟白音华露天矿绿色矿山服务标准
化试点，为2024年度自治区级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成为推进
绿色矿山建设领域标准化建设的创新实
践，填补了内蒙古在该领域标准化建设
的空白。同时，该局开始研制的《建筑垃
圾应用公路基层技术规范》等 8项地方
标准，将在固废原材料生产、公路设计、
施工、养护等绿色公路建设全过程提供
标准化技术支撑。《公路工程路基绿色施
工标准》等 10项地方标准，将在公路工
程绿色管理评价、场站建设和绿色施工
等方面发挥标准化技术引领作用。

我 区 以 标 准 化 推 动
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 7 月 10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
内蒙古不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着力
破解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难题，全面推
进国家节水行动，打造公共机构节水标
杆。在全国“2024—2026 年度公共机
构水效领跑者”名单中，内蒙古包括自治
区水利厅在内的6家公共机构入选。

公共机构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用水
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做好公共机构节
水工作，是内蒙古实施国家节水行动的
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全社会节水的关
键。自治区水利厅深入贯彻落实《内蒙
古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按照“节水制
度齐全、节水管理严格、节水指标先进”
的要求，普及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行之
有效的模式和举措，全面提升政策制定、
器具应用、载体建设、宣传教育等公共机
构节约用水管理机制，推动公共机构节
约用水工作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推进节水行动
打造公共机构节水标杆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夏色青青，河水静静。
走进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水利局智慧水利

系统监控室，水库淤地坝监测、黄河综合监测、山
洪预警监测和水资源在线监测几大板块映入眼
帘。这一智慧水利系统实行“全天候、全覆盖、网
格化”管理，可实时监控每个河段、水库情况。

“我们以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为主要任务，实行双总河
长制，对79条规模以上河流划定了岸线和管理范
围，对全旗39条河流开展了河湖健康评价工作。”
准格尔旗水利局河道管理负责人任争光说。

准格尔旗地形复杂、河流众多，素有“七山二
沙一分田”之称，纳入河湖名录的河流有 163条
259个河段。近年来，准格尔旗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河长制”促进“河长
治”，共有旗、乡、村三级河长539人，建立“五长”
会商制度，实现了河长全覆盖。在此基础上，编
制《一河一策》和河湖健康档案，用无人机巡河、
智慧水利监测和卫星影像图等科技设备，夯实

“人防+智防”河湖管护机制，为河流湖泊配上了
“管家”。

“截至目前，准格尔旗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
例总体达到 99%，已设置标识 119.4 公里 2388
根，划定禁种管控高秆作物农田范围1.81万亩。”
任争光说。

河湖“管家”护出水清岸绿河畅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7月的赤峰市喀喇沁旗骄阳似火，在美林镇
千亩林下食用菌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将赤松茸
菌棒掰成鸡蛋大小的菌种块，以间隔 15厘米左
右的距离点播在菌床上，再覆盖一层 10—15厘
米厚的基料，为菌种盖好“保暖被”，这样就可以
静静等待出菇了。

“近两年我家种植了50亩赤松茸，在技术人
员指导下，积累了不少种植经验。我还准备种猴
头菇、灵芝、香菇、榆黄菇等多个品种。”赤松茸种
植大户宋占丰介绍说。

目前，喀喇沁旗用于发展林下食用菌用地2
万亩，其中赤松茸种植面积近万亩。像美林镇这
样的食用菌种植基地在全旗已有8处。2021年，
旺业甸实验林场在位于北纬 42°的林区，首期
发展小规模赤松茸栽培获得成功。随后几年，该
旗以国有林场为主战场，因地制宜发展以赤松茸
为代表的林菌产业，探索出一条三产融合发展的
新路径。辐射带动当地群众2000余人就地就近
务工就业，人均年收入增加1万余元。

据了解，赤松茸营养丰富，有“素中之荤”的
美誉。经测算，菌菇亩产量可达3000公斤，亩实
现产值达3万元。

据喀喇沁旗林草局局长郎需飞介绍，当地
将利用好宝贵的森林资源，加大“真金白银”扶
持力度，用于全旗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不断拓展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助力农牧民增
收致富。

“林下精灵”赤松茸美味又“生金”

壮美的阿鲁科尔沁草原壮美的阿鲁科尔沁草原。。

盛夏的赤峰市阿鲁科尔沁草原，
12.8万头（只）牲畜已从冬营地转场至
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之外的乌兰哈
达、浑都伦等 6个夏营地，开启为期 4
个月的“夏季度假”模式。

“6个夏营地有 100万亩天然草场
供牧民放牧，需要根据每户牧民所拥有
草场面积，计算进场牛羊数量。”巴彦温
都尔苏木玛尼图嘎查书记毕力棍代来
介绍。根据草场生态承载力，每5.1亩
草场一个羊单位，1头牛折5个羊单位，

1匹马折 6个羊单位，草原牧草产量与
放牧饲养牲畜数量保持动态平衡，减轻
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草畜平衡。

“逐水草而居”是充分利用大自然
恩赐资源和环境，延续游牧生存技能
的完美诠释，是牧民一牲畜一草原（河
流）之间形成的天然依存关系。阿鲁
科尔沁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特木热
表示，阿鲁科尔沁旗将坚持在传承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守护好这片世人
向往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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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牧场。

清点进入夏季牧场的牛群。

正在转场的牛群正在转场的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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