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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
林场的夏日清晨，微风轻拂，绿浪翻涌，
花香馥郁。贾绍鹏望着眼前满眼绿意
的樟子松林，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是名副其实的‘林三代’。20世
纪50年代，我爷爷就是罕达盖林场的第
一批林业工人，随后我姥爷、父母也都陆
续投身到林场建设中，我是2010年成为
一名林场工人的……”1990年出生的贾绍
鹏，整日风吹日晒，皮肤早已变成了古铜色。“对我
而言，林场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是我的‘根’。”
谈及为何要到林场工作，贾绍鹏动情地说。

相较林场外面的热闹喧嚣，贾绍鹏每天的工
作是枯燥和寂寞的。防沙治沙、植树造林、绿化美
化、资源管护，整天就是与草木打交道。除草、浇

灌、修剪、植树、防沙……林场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他就买来专业书籍自己钻研。罕达盖林场是呼伦
贝尔的南大门，施业区面积 16.1万公顷，工作任
务十分繁重。冬天，他要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测量
地块，雪花融化浸湿裤子，又在下一块地里冻成
冰；烈日炎炎里，地表温度高达五六十度，他也得
埋头治理沙地；春秋两季风沙大，打在脸上如针

扎，几天下来，嘴上就能裂出一道道血
口，脸上也会掉一层皮。

2010年到 2023年间，贾绍鹏共参
与完成三北防护林工程植树造林 4.7
万亩，直播造林3.8万亩，环湖沙化土地
治理项目3.9万亩。“三分造林、七分管
护”，多年来贾绍鹏走遍每个造林地和
项目区，落实项目区管护责任，并常年

对项目区进行监管。
一片林，三代人。正是有了祖父们的坚守，才

让贾绍鹏赶上了林场发展的最好时候。他说：“爷
爷那一代人把树种活了，父亲那一代把树种多了，
我们这代人就要把树管护好。”和爷爷他们相比，
现在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条件、造林技术都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贾绍鹏说他没有理由不干好。

一片林 三代人
□本报记者 李国萍

“以前，我对‘不负青山’这 4个字的含义
体会不深，现在是切身体会到了。我们这里位
于西辽河上游，地处丘陵山区，最适合发展林
果产业。十多年来，在好政策的引领下，村民
们通过封山禁牧、植树造林等生态建设，短短
几年时间，家家户户都致富了。”盛夏时节，望
着头顶慢慢变红的小苹果，赤峰市林西县新城
子镇七合堂村民潘文庆，用朴实的言辞讲着他
对“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理解。

“不负青山”就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通辽市扎鲁
特旗乌额格其苏木塔格他图嘎查的张秀华。

“我家是2016年投入8万元，在自家60亩林地
栽植了榛子，到2020年榛子树开始结果后，又
在林下套种了30余亩苍术，发展起‘榛子+药
材’的栽植新模式。随着榛子的丰产丰收，我
还注册了‘沃土榛香’品牌。”走上品牌化发展
道路的张秀华底气十足，2023年他家仅榛子
一项就收入了16万元。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立足良好的生态底色
和资源禀赋，一边植树种草，一边发展相关产
业，让“生态高颜值”逐步转化为“经济高价
值”。仅 2023年全区林沙草产业总产值就达
到871.8亿元，森林食品、木本粮油、沙生植物、
中药材、优质牧草、风电光伏等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

“我们农村现在的景象是林下有药、林上

有果、林边有企。依托万亩经济林，全镇以‘村
党总支+合作社+市场+订单’模式，大力推行
经济林下种植中草药，产业结构实现了从‘单
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变。自从开始发展林下
经济，村民的收入明显提高。每亩地不仅比纯
果产值增收2000—3000元，还给更多村民创
造了就业机会。”赤峰市林西县新城子镇党委
书记武利自信地说。

眼下，正是林下芍药花长势旺季，种植地
里成片的芍药郁郁葱葱。“我家去年种植了20
亩芍药，今年长势很好。这种芍药可以赏花结
种子，4年后根还可以入药，浑身都是宝。”林
西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主任邓爱军看着满眼
的芍药花，憧憬着自己的日子像芍药花一样，
越过越红火。

实践证明，好生态催生好产业、好日子。
“前几年我栽植了 9亩锦绣海棠，在确保

成活的基础上，今年又投入资金 1.6万元栽植
了红干椒 1.8万株。通过大力发展林上、林下
立体经济，预计到收获期，按市场价每斤 4元
计算，亩产 1000斤左右，可实现销售额 3.6万
元，除去成本，净利润可达 2万元。”通辽市科
左中旗腰林毛都镇北哈拉吐嘎查村民李志发
说，小小林地能焕发出极大的经济价值。

林里多宝藏，林下土生金。在内蒙古各
地，发展林下经济的不止赤峰市林西县、通辽
市科左中旗，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

斯市等地同样走出了林果、林药、林农、林禽、
林光、林旅等多种“林+”发展模式。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今年林间兼种
的契丹香果、鸡心果、沙葱等种植面积达到
5281亩；五原县、杭锦后旗探索试验林下放养
鹅、鸡模式，走出了一条增绿与增收、生态与生
计齐头并进的致富路。

在呼和浩特市，大青山脚下一条城市“生
态绿带”，把周边的村庄都“串”了起来，恼包
村、水磨村、野马图村……24个各具特色的新
农村，正凭借着无处不在的“青绿”，向新向好。

放眼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通过打造林
间混合套种模式，沙棘地上套种了乌拉尔甘
草、文冠果、花椒、橄榄等新品种。不仅有效固
定了沙地、保持水土，也带动农民走出了一条
特色产业致富路。

林下生“金”，不仅要向森林要效益，而且要
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目前，内蒙古在充分挖
掘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上，正在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体制机制，全力解决“大资源、
小产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果、菌、药等特色
林产业，着力推动森林食品、特色林果、木本粮
油、林草中药材等多个优势产业长足发展。

青山绿水，花香鸟语，都是大自然赐予人
类的宝贵财富，将绿色作为底色，发展才更有
亮色。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福利”，大
大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林+”模式带来的向新向好
□本报记者 李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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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各地立足良好的生态底色和资源禀赋，发展林果、林药、林农、林禽、林光、林旅
经济，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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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路修到哪里，草方格就织到哪里，绿色就蔓
延到哪里。盛夏时节，驱车行驶在赤峰市翁牛特
旗建成不久的穿沙路其白线上，人们会被公路两
侧蔚为壮观的草方格沙障所震撼。近年来，翁牛
特旗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组织实施以路治
沙、以工代赈等国土绿化工程。截至 6月末，当
地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面积522万亩，综合治
理率达78.3%，森林覆盖率29.6%，植被盖度达到
40%。

在实施以路治沙中，翁牛特旗把沙区切割成
若干治沙单元，将一处处沙丘变绿洲。人流、物
流通过公路进入沙地深处，成为一条条致富路，
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从 2003年第一条穿沙公路修建通车至今 20年
间，翁牛特旗先后开通响道线特旗先后开通响道线、、图哈线图哈线、、都拉线都拉线、、
都冷线都冷线、、乌白线等乌白线等1616条穿沙公路条穿沙公路，，总里程近总里程近500500
公里公里，，公路两侧沙地治理达到公路两侧沙地治理达到351351万亩万亩。。在全区在全区
率先探索实施率先探索实施““以工代赈以工代赈””治沙模式治沙模式，，总投资总投资
26832683万元万元。。由由99个苏木乡镇个苏木乡镇、、1919个嘎查村集体个嘎查村集体，，
治理治理66..22万亩沙地万亩沙地，，带动带动500500余名群众以沙地余名群众以沙地、、资资
金金、、投工投工、、机械等入股方式自愿就近务工机械等入股方式自愿就近务工，，通过有通过有
偿劳动偿劳动，，让农牧民由治沙让农牧民由治沙““看客看客””变为治沙变为治沙““主主
角角””，，构建起全民参与防沙治沙新格局构建起全民参与防沙治沙新格局。。

以路治沙“短板”变“样板”

□本报记者 霍晓庆 通讯员 曾令刚

七月，兴安盟突泉县曙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
园区内繁花似锦、花香四溢。金黄的油菜花、粉
白的百合花绚烂绽放，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美不
胜收。前来赏花打卡的游客们三五成群，或拿起
手机拍照留念，或徜徉其间，感受“诗意花园”的
独特魅力。

突泉县曙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是集生态
养殖、农牧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
也是国家2A级旅游景区，曙光花海则是园区的
一大亮点。每到夏季，大片的油菜花绽放成金黄
色的海洋，吸引大批游客共赴一场“浪漫约定”。

为了让这片美丽花海发挥更大的价值，当地
引进外商投资，以政府财政入股、企业运营的经营
方式，建设了七彩滑道、轮胎乐园等一系列游乐设
施。今年曙光花海以三区种植为特色，分为中草
药区、百日草区和格桑花区，绚烂花海每天都会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拍照。据介绍，曙光花海每
年可接待游客8万人次，带动经济效益550万元。

不只是曙光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园区，近年
来，突泉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创新举办多样赏
花活动，发展赏花经济，丰富文旅业态，拉长产业
链条，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同时，探索“赏花+乡
村游”“赏花+美食”“赏花+文化”等发展模式，让

“颜值”变“产值”，“美景”变“钱景”，不断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

以花为媒“颜值”变“产值”

在酷暑难耐的盛夏，包头市固阳县的春坤山像开了
空调一样，凉爽宜人。

春坤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九峰山北麓固阳县境内，
海拔2340米，是包头市的最高点，也是内蒙古中西部最
大的高原草甸草场。这里生长着黄芪、秦艽、黄芩、柴胡
等几十种野生药材，自然草种达300多种，被誉为“鹿城
之巅、云中草原”。

近年来，固阳县高位推动森林草原防火、有害生物
防控、资源监管执法等工作，多层次、多样化构建起春坤
山绿色生态安全屏障。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貌景
致，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其成为集自然风光、动植物
乐园、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每年来此观光旅游人数达到
20万人次、产值达到2亿元。

鄂尔多斯市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生机勃勃
的“七彩稻田”、乌梁素海芦苇变成无甲醛中高密
度纤维板、兴安盟苍茫的乌兰毛都草原上开起一
家家“牧家游”……近年来，随着内蒙古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和各有千秋的生
态产业相得益彰，奏响生态文明绿色乐章的同
时，更让群众享受到了生态福祉。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
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通过坚定不移地强化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速生态
保护与修复，发掘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做大做强

“生态+”产业，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越
走越顺。

生态惠民，生态为民，是我们的追求。要立
足生态优势，持续把“生态+”理念融入到产业发
展之中，切实将生态优势转变成为经济优势和发
展优势；要通过生态产业化，使土地生出“金元
宝”、山间长出“摇钱树”、乡村变成“聚宝盆”，让
更多群众享受到生态福祉。

共享生态福祉
◎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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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月 24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助力各类型退化草原重焕生机，今
年以来，蒙草科研团队创新研发各类新
机械、新装备，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提供新的技术支撑。近期，针对退化草
原研发了新产品复合微生物肥料，并与
内蒙古大学共同开发施用装置，取得了
《一种退化草地再种植微生物修复装置
及方法》的发明专利。

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是恢复草原生
态自愈力，让修复效果长期稳定的关键之
一。科研团队研发的复合微生物肥料，能
有效改善微生物群落结构，提高土壤酶活
性，促进有益菌繁殖代谢。而微生物专用
修复装置，则同时设有翻土、追肥、覆土机
构，实现松土、施肥、覆盖连续作业。

为适应大规模生态修复作业为适应大规模生态修复作业，，研发研发
团队还设计出不同菌肥形态团队还设计出不同菌肥形态，，推出液态推出液态、、
粉末粉末、、颗粒状菌肥颗粒状菌肥，，使菌肥可以适配无人使菌肥可以适配无人
机机、、施肥机等各类机械施肥机等各类机械，，解决规模化生态解决规模化生态
修复需求修复需求。。

蒙 草 科 研 团 队 研 发
新技术助力防沙治沙

本报 7月 24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
内蒙古立足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战略定位，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落实，统筹水资源管
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河湖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

内蒙古先后与宁夏建立黄河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与甘肃联合开展跨省
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行动，推动河湖治
理从“分段治”变“全域治”；建立“双总河
长”组织体系，形成了覆盖全区的五级河
湖长制管理体系；持续巩固“一湖两海”
治理成效，呼伦湖面积达到2237.1平方
公里，稳定保持在合理区间，乌梁素海
2023年生态补水4.87亿立方米，水面面
积稳定在 293平方公里，岱海面积达到
45.1平方公里。2023年底，全区121个
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78.5%，黄
河支流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

内蒙古全方位持续
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本报 7月 24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 实习生 邬思湉）为严厉打击破坏
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2024年
4月—6月，自治区林草局联合公安、农
牧等 12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为期
3个月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合
行动，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联合行动重点对农集贸市场、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场所、宠物商店、餐饮场所、自
然保护地、候鸟迁飞地等进行严格检查，
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采集、交易、运输、进
出口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活动。同时，加
强网络交易平台监管，严厉查处网络交易
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开展
专项行动，全区非法交易、狩猎、采集野生
动植物等行为得到极大遏制，野生动植物
及其栖息地得到妥善保护。

我区打击野生动植物
非 法 贸 易 显 成 效

本报7月 24日讯 （记者 帅政）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2024年1-6月全
区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包头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达到全区首位，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据了解，今年以来，包头市积极开展
雨污分流综合治理攻坚战，为水环境质量
改善提供保障。当前正值汛期，包头市督
促各有关地区、单位全面落实四道沙河水
质应急保障工作，最大程度抽排雨污混排
水，有效保障四道沙河入黄口断面水质稳
定达标。此外，包头市推动南郊、万水泉、
北郊、东河东和九原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
及深度技改工程。截至目前，污水处理厂
能力合计增加12.9万吨/日，有效保障了
黄河干流及主要入黄支流水质。

上半年包头市地表水
环境质量排全区首位

包头市固阳县境内春坤山远景包头市固阳县境内春坤山远景。。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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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开在春坤山上的各种野花。

蒙古包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