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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内蒙古寒意渐浓，阿拉
善年产 50 万吨绿色甲醇首期 10
万吨示范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
来往频繁，工人正在紧张作业。

甲醇含碳量低、燃烧效率高以
及其生产过程可有效利用风电、光
电等新能源，是全球公认的新型清
洁可再生能源。据悉，阿拉善绿色
甲醇项目凭借绿色甲醇制备技术，可规模化消纳
绿电，带动风光清洁能源发电基地建设及拉动制
氢高端装备上下游产业。首期项目达产后，预计
每年可减碳近15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5万亩，
将为全国提供甲醇经济的最佳实践样本。

“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是
内蒙古能源优势的真实写照。其中，风能资源技
术可开发量 14.6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57%；太阳

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94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2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应用场景
优势，为内蒙古大规模应用绿色甲醇提供了有力
支撑。

目前，依托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电资源，赤峰、
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兴安盟等多地布局绿色甲
醇项目，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方面取得新成效。

10月 29日，2024绿色甲醇能源产业发展论

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工信
部甲醇汽车推广应用专家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
在会上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甲
醇作为符合我国能源资源特色的
低碳燃料，在交通领域的各种动力
上已得到广泛应用，将为实现对石
油能源的规模替代以及交通燃料

的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商用车是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大户，其二氧化

碳排放占全部汽车二氧化碳总排放的56%，节能
减排任务艰巨。如果将绿色甲醇运用到交通运
输领域，将对交通运输领域实现“双碳”目标产生
深远影响。内蒙古交通物流需求总量大、长距离
运输多，这就为以甲醇为燃料的醇氢电动商用车
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应用场景。

提供甲醇经济最佳实践样本
□本报记者 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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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之时，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阿尔山森工公司近 7万
亩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漫山遍野的橙黄色，在一层薄雪的映衬下
分外妖娆。

2015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在全国六大重点国有林
区率先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进入林区转型发展新阶段。
2019年以来，阿尔山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在退耕已垦林地和荒山荒地营造大果沙棘生态林 6.9万亩，打造
了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集中连片沙棘产业原料基地。2024年，
进入盛果期的沙棘果实预计亩产700—800公斤，总产量可达4.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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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在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塔然
高勒镇塔然高勒村闫家沟的杭锦旗水土保持
淤地坝占补平衡试点项目区，挖掘机正在挖排
水渠。

该项目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规划和自治
区“十四五”规划重点水利项目十大孔兑综合治
理项目中，毛不拉孔兑综合治理的一个试点。

“十大孔兑”为10条季节性山洪沟，均为黄
河一级支流。多年平均向黄河输沙总量达
2711万吨，造成该段黄河河床逐年抬高形成悬
河，凌汛期河水出岸时常发生，严重威胁黄河
安澜及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毛不拉孔兑是鄂尔多斯市十大孔兑中直
接入黄的一条一级支沟，不仅是鄂尔多斯地区
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之一，也是沙尘暴的重要
源头。毛不拉孔兑周边地段多属丘陵地形，沟
壑纵横、地貌复杂、土质疏松、易受侵蚀。缺
水少绿导致土地利用难度大，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极为脆弱。加之其主沟穿越库布其沙漠，
泥沙含量大，洪灾频发，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

为守护黄河安澜，调节黄河水沙关系，十
大孔兑治理势在必行。

加强水土保持治理，控制入黄泥沙量，减
少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的治本之策。近年来，杭锦旗将毛不拉孔兑综
合治理纳入鄂尔多斯市十大孔兑综合治理范
围，科学谋划，统筹布局，按照“一沟一方案”

“一户一办法”的原则，精准施策。
2024年 5月，杭锦旗水土保持淤地坝占补

平衡试点项目启动，该项目主要是对闫家沟骨
干坝、梁台渠中型坝、李连瑜骨干坝、张家湾骨
干坝共4座淤地坝的淤积地进行改造，总面积
约 170亩，包括增设排洪设施、坝地盐碱化防
治、坝体整修加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等项目，
以实现水、田、路等基础设施标准化配套、建设
成为水肥一体化的高标准农田及增加村集体
和农牧民生产经营性收益，现今已初步完成。

“挖排水渠是为了把强降雨形成的洪水引
流排泄，保护淤地坝库区形成的淤积耕地不被
洪水淹没，最大程度保障农牧民坝地耕种收
益。”杭锦旗水利局副局长王学平说。

“排水渠工地旁边的这片农田是我家的，
以前能用来耕种的土地只有20亩。今年，淤地
坝占补平衡试点项目实施以后，我家可耕种的
土地增加了70亩。”村民闫永利说，“我今年试
种了葵花，一亩地一年能增加收入 1000 多
元。”自家增收了，且周边的生态环境随着工程
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好，闫永利打心底里高兴。

据介绍，该工程增设排洪设施有效提升了
区域防洪能力，降低了洪水对周边生态的破坏
风险；坝地盐碱化防治改善了土壤质量，为植
被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林、灌、草、药相结合
的发展模式，不仅起到了防风固沙、保持水土
的作用，还净化了空气，丰富了生物多样性。

“实施淤地坝占补平衡试点项目，对淤地

坝淤积地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荒沟变成良
田，新增耕地指标用于土地占补平衡交易，增
加村集体和农牧民生产经营收益，提升水土保
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提供有力支撑。”王学平说。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杭锦旗积极探索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道路，同步推动生态
治理和产业发展，培育以柠条、杨柴为主的饲草
料产业；以甘草、金银花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以
沙棘为主的林果产业。目前，已形成可观的种
植规模，草牧场改良后年产草量提高2倍以上，
甘草种植每亩年纯收入在1000元以上。

此外，杭锦旗在全区率先实施“以奖代补”
试点工作，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让农牧民自
主组织实施项目。据介绍，项目资金补贴分年
度拨付到位，每亩补贴资金约330元，农牧民自
主建设成本约200多元，通过工程实施的直接
收益在每亩100元以上。群众建设、群众管护、
群众受益，真正成为项目建设的主体，改革发
展的红利最大限度地惠及了群众。

如今“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句话在
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墙”指的就是淤地坝，
是毛不拉孔兑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可以有效控制泥沙流而不失，淤地效益显著。

“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全旗新增治理面积
2000公顷，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度由治理前的
21.6%提高到治理后的 85%，年减少入黄泥沙
量7.94万吨。”王学平说。

沟里筑道“墙” 拦泥又收粮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杭锦旗实施水土保持淤地坝占补平衡试点项目，让荒沟变良田，不仅提升了水土保持功能和
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也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阿尔山森工公司沙棘种植基地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阿尔山森工公司沙棘种植基地。。

采摘沙棘果采摘沙棘果。。

粒粒饱满沙棘果粒粒饱满沙棘果。。

沙棘金果满枝头沙棘金果满枝头。。

在 10 月 27 日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六次缔约大会（COP16）第八届全球地方
政府和城市峰会上，内蒙古包头、通辽、鄂尔多
斯、根河入选新一批“自然城市”名单，以表彰其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的卓越成绩。

守护生物多样性之美，栖息地保护是关键。
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与人类赖以生存
的各类资源息息相关。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
共同体，保护好这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
链条，归根到底也有利于人类。

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减少因人类活动对
动植物栖息地的干扰和破坏，是我们必须答好
的必答题。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升人们对于保
护栖息地关乎整个生态系统稳定和自身利益的
认识，提高公众参与保护栖息地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
复，让多种多样的生命在更大的生存空间栖息
繁衍，让人类与野生动植物分享地球这个共同
的、唯一的家园。

分享共同的“家园”
◎霍晓庆

本报 11 月 6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近日，水利部公布了2024年水利部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筹建)认定名单，由引
绰济辽公司参与共建的“水利部东北寒区
长距离有压供水工程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获准建设，成为内蒙古水利领域第二
个获批的部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据悉，该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旨在服
务国家水网构建重大战略需要和支撑水
网建设高质量发展，面向我国水网建设中
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防灾减灾、水网智
能化、水生态保护等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
的重大需求，开展关键技术研究。提升长
距离有压调水工程观测、检测及试验研究
能力，力争成为长距离有压调水工程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的综合示范站，使其
具有显著的行业支撑与技术指导作用。

内蒙古水利领域第二个部级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获准建设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霍晓庆）记
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自2024年4月启
动林草湿荒普查样地调查监测工作以来，内
蒙古克服草原盛草期短、远山大沙等困难，
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国家下达的11043
个监测任务，完成任务量居全国第一位。

样地调查监测工作启动以来，国家
林草局监测规划院片区负责同志多次莅
临我区进行现场培训指导，自治区直属
两个监测规划院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专家
组，赴各旗县实地开展现地调查及“1对
1”全程跟踪指导。监测过程中广泛应
用无人机、高清影像等先进技术和设备
辅助调查，取得明显效果。此次样地调
查监测将全面摸清林草湿资源底数，为
提高全区林草资源保护管理效能、夯实
生态建设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内蒙古全面完成林草湿荒
普 查 样 地 调 查 监 测

本报 11月 6日讯 （记者 帅政）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全国首批15个
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其中位于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黑岱沟露天煤矿
生态修复案例成功入选，也是内蒙古唯
一入选的矿山生态修复案例。

黑岱沟露天煤矿是国家能源集团准
能集团旗下的矿山。多年来，准能集团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通过
实施“生态+农业、牧业、林果、文旅、研学”
等多元产业模式，建成叠翠林区、紫东农
区、抱朴田区、望舒果区、梦青牧区等8个
生态功能区。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
广、可持续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实现了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发
展，让矿山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黑岱沟露天煤矿入选
全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本报 11 月 6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 通讯员 刘忠友）近日，赤峰市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对
赤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完成的“西辽河
上游沙地综合治理及可持续经营技术研
究”和“赤峰市三种典型公益林抚育技术
研究”两项科研成果进行了评价。经过
质询、答疑、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两项
研究成果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西辽河上游沙地综合治理及可持
续经营技术研究”项目，创建了工程与生
物相结合的复合沙障固沙体系，将为科
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提供有
力科技支撑。“赤峰市三种典型公益林抚
育技术研究”项目，开展的抚育经营措施
研究，可以使杨树衰退期延后3年，天然
林实现强基增效目标，水源涵养林实现
近自然抚育经营。

赤峰市两项林业科技成果
达 到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本报记者 霍晓庆

11月6日，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森晶饲草料加工
厂内机器轰鸣，一袋袋加工好的饲料打包装车，运往
销售点儿。工厂负责人杜世强介绍，加工厂由3个
嘎查联合成立，以周边农牧民种植的柠条为原料，年
产饲料3000余吨，直接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

“柠条是个宝，既是林又是草，防风固沙保耕
地，放牧烧柴做肥料，还是牲口救命草。”这段广
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对柠条价值的生动描述。柠
条适应性强，耐旱、耐寒、耐贫瘠，是优质的水土
保持和防风固沙灌木树种。同时，柠条还是优良
的木本饲料，富含粗蛋白、粗脂肪等多种营养物
质，是重要的抗旱保畜粗饲料资源。

当土地荒漠化治理遇上柠条，会擦出怎样的
火花？昂素镇趟出了一条点绿成金之路。

昂素镇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过去草场沙化严
重。2019年，鄂托克前旗实施“百万亩柠条种植行
动”以来，昂素镇柠条种植面积达到91万亩，在毛乌
素沙地上风口阻隔带建起了一道固沙“屏障”。同
时，支持各嘎查建立加工厂、合作社，利用柠条平茬
复壮这一生物学特性，对柠条进行粉碎、加工，开发
出草粉、草颗粒、草饼等饲料产品，在改善生态的同
时实现了灌木资源的高效利用，也为当地畜牧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

防风固沙又增收

□本报记者 李国萍

又是一年候鸟迁徙季，伴随着冷空气的一次
次到来，南迁的候鸟成群结队来到兴安盟突泉县
水泉镇光辉村休憩、觅食，短暂停留后又飞往下
一个目的地。

地方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近年来，
水泉镇按照“路面净起来、路肩露出来、水沟通出
来、杂物清出来、篱笆围起来”的工作思路，发动党
员干部群众、志愿者从细微处发力，聚焦河道沟渠
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清理整治，集中力量清“死
角”、扫“盲区”、破“难点”。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工
作，在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方
面推深做实。尤其是持续加强水域治理保护，加
大河道沟塘巡查保洁力度，建立保护水质安全长
效机制，营造出天蓝、水清、景美的生态环境。

“现在村民对生态环境的自觉保护意识越来
越强，日常的生活垃圾都有固定堆放处，村民们
争做河流保护参与者和传播者的热情高涨。每
年春秋迁徙的候鸟数量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同
时也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观光采
风。”光辉村党支部书记蔺国宝说。

目前，在水泉镇栖息的候鸟中，有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大鸨，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天
鹅、凤头麦鸡、苍鹭等10余种、2000余只。

天蓝水清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