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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骤降，赤峰市各地的
防沙治沙工程陆续停了下来，陆文
生也停止了一线技术指导，开启了
一年的总结、验收工作。作为赤峰
市森林草原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
陆文生扎根林草一线 30多年，不
仅在林草行业收获了多项荣誉，今
年还被赤峰市委授予“赤峰市担当
作为好干部”荣誉称号。

1992年，从内蒙古林学院毕业的陆文生，走
向了赤峰市广袤的治沙战场。勤学善思的他结
合实际，将所学知识融入工作实践，在造林一线
不断积累经验、总结成果。经过3年的不断努力，
1995年，他承担了《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开发试
验示范区翁牛特旗基地建设》项目，在综合治理
沙漠化土地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沙产业开发。

要说陆文生治沙有何高招，关键就是爱钻
研、讲科学。

1997年，陆文生主持《赤峰市防治沙漠化综
合治理开发》项目。6年时间，又相继承担了国
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全市退耕还林工程》
《全市区域性防沙治沙重点工程》项目的技术指
导及业务管理工作。他采用飞、封、造并举，乔、
灌、草结合的综合措施，大力开展林草植被及沙

产业开发，产生了巨大的生态和经
济效益。

在陆文生看来，治沙不仅仅是
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发展。这些
年，他除了从事防沙治沙方面的技
术指导，还先后承担过国家级公益
林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
作、全市森林保险及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生态护林员等相关工作。
30多年的攻坚克难，陆文生换来了一项接一

项的科研成果。运用这些治沙新技术、新模式，
他见证了赤峰市生态环境的“蝶变”。

再过几年，陆文生就要退休了，但他的治沙
脚步并未停止，他说：“利用这几年时间做好传帮
带，把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人，让他们在新时代
的防沙治沙攻坚战中再立新功。”

做好治沙传帮带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冬日暖阳下，呼伦贝尔大地上的河湖，有
的依旧碧波荡漾，有的已经上冻结冰。芦苇荡
里，不时有水鸟翩跹而起，追逐嬉戏，为清冷的
冬日增添了热闹的氛围。

河湖的美好，是呼伦贝尔市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守一方绿水、护
万顷碧波的缩影。

2017年，河湖长制全面推行。2019年，国
家、自治区全面推动建立“河湖长+检察长”联
动长效机制，呼伦贝尔市也开始通过纳入检察
机关的司法作用，进一步提升河长制在河湖系
统保护和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方面的效用发
挥。

“检察机关诉前检察建议等手段的应用，
为基层河湖长和责任部门履职穿上了‘护身
甲’，将河湖管护工作引入了法治化轨道。”呼
伦贝尔市水利局局长段锐会说。

“2019年，呼伦贝尔市河长办与市人民检
察院联合开展了‘守护绿色呼伦贝尔-—2019
年河湖“四乱”清理’专项行动，正式拉开了河
湖长+检察长携手共进的序幕。从此，水利

“蓝”联合检察“蓝”，合力构筑起河湖管护的新
屏障。”呼伦贝尔市水利局副局长梁心蕊介绍。

呼伦贝尔市河流密布，地表水资源量占内
蒙古地表水资源量的 73.34%。作为全国生态
主体功能区和典型的生态大市，保护好生态环
境，不断提升自然资源承载力，既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更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的战略需要。

2020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河湖长制办公室
与市人民检察院，连续 3年联合印发河湖管理
保护“秋季”行动方案，督促指导旗市区开展河
湖“四乱”清理整治，推进问题整改销号……

2021年 11月，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在
一次与水利部门开展联合巡湖巡河行动过程
中，发现辉河河道内存在违法建筑物、违法拦
阻河道的情形，严重影响河道走势、行洪安全，
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
威胁野生鱼类的生存安全，以及额尔古纳河水
系的整体流量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随即，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联合水利部
门对河道情况进行实地勘查，同时运用该院自
主打造的“公益诉讼智能调度取证分析系统”，
以“草原检察直通车”搭载“车载云台+无人机+
手持单兵”多功能办案取证系统，对辉河河道
以及河道内存在的违法建筑物、违法拦阻河道
的整体情况进行实时移动快捷取证。随后，通
过物联网、在线音视频沟通技术及网络数据传
输技术，将证据实时回传至大数据指挥平台。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通过平台对线索进行分析
研判，认为符合公益诉讼立案条件，并及时立
案，根据违法事实，制发了诉前《检察建议书》。

2022年 4月，该处违法建筑物全部拆除，
违法拦阻河道的设施被全部清理。如今，辉河
河道恢复原有样貌，辉河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共
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
制为当地水环境治理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

卷”。
2023年，扎兰屯市河长办联合检察机关开

展巡查工作，发现卧牛河镇红旗村红旗八组存
在随意堆放垃圾情况，可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当年 3月，扎兰屯市检察院向卧牛
河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书，5月，随意堆放垃圾
问题整改完毕。此次协作充分发挥了“河湖
长+检察长”在水环境保护中的职能作用，以检
察机关公益诉讼为抓手，及时有效对侵占破坏
河湖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处置，不断增强群众
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河湖长+检察长”的治理模式，不仅进一
步深化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交流，
更拓宽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来源，提升了检
察监督的效能，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全市水
利治理能力的提升，让呼伦贝尔河湖水环境得
到全面改善。2021年以来，检察机关制发涉河
湖诉前检察建议129个，提起涉河湖公益诉讼
16起，公安机关处理涉河湖案件88起。

呼伦贝尔市作为全国规模最大、最为完整
的生态系统，承担着构筑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
障的重任，经过河湖长制多年耕耘，全市水生
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构成了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命共同体。

“我们将总结历年河湖管理保护行动的宝
贵经验，持续探索更多合作机制，将优势资源
和力量汇集起来，从群众急难愁盼的涉水问题
找准发力点和突破口，守护好呼伦贝尔的碧水
青山。”梁心蕊说。

“两蓝”合力 护卫河湖
□本报记者 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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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长+检察长”的治理模式，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水利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了
呼伦贝尔河湖水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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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20日讯 （记者 李国
萍 通讯员 牛月英）11月 20日，记者
从赤峰市林草局获悉，按照《内蒙古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全面加强湿地保护
管理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赤峰市新认
定了5处小微湿地。

据悉，这5处小微湿地分别是：巴林
右旗达林台水库北岸小微湿地、克什克
腾旗黑水桥小微湿地、宁城县鸳鸯湖小
微湿地、宁城县拐棒沟小微湿地和敖汉
旗乌兰勿苏水库小微湿地，总面积为
38.12公顷。

下一步，赤峰市将加快构建湿地保
护法治体系，健全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制
度，科学实施湿地生态修复，系统开展湿
地监测和保护监管，以此全面提升当地
湿地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

赤峰市新认定5处小微湿地

本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为全面
加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管理、保障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防
治城镇水污染和内涝灾害，《内蒙古自治
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日前经自治区政府令第 272号
公布，将于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旗县级以上政府应当
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建设、改造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协调、处理排
水与污水处理工作的重大事项。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规划应当与城镇开发建
设、道路、绿地、水系、海绵城市、综合管
廊等专项规划相衔接，并明确了具体包
括的内容。

我区出台办法规范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本报 11月 20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 11月 20日从自治区水利厅获
悉，近年来，内蒙古全面深化水利改革，
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确立水资源
刚性约束红线，全面建立覆盖自治区、盟
市、旗县三级用水的管控指标体系，

一直以来，内蒙古聚焦农业节水增
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减损工作，
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能
力。在农业节水方面，建立健全科学灌
溉制度、用水计量监测等制度体系；在工
业节水方面，建立健全定额管理、精准计
量、循环利用等制度体系；在城镇节水方
面，建立健全水预算管理、合同节水管
理、再生水利用等制度体系。除此之外，
内蒙古还实施以水定绿举措，根据水资
源承载能力科学制定绿化方案，统筹推
进国土绿化、防沙治沙、湿地修复工作。

内蒙古全面建立
用水管控指标体系

□本报记者 李国萍

一架直升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计划对重点
防火区域进行常态化护林巡视，实时监测林草资
源安全状况。进入 11月中旬，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各相关单位不断加大防火巡查力度，空中有直
升机巡航，地面有专业人员深入乡村重点林区开
展巡护检查，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地空
立体“防护网”。

据悉，凉城县今年首次利用直升机护林巡
航，全年巡护活动计划达到 236天，累计飞行时
长将达到 260小时。直升机不仅具备强大的空
中灭火能力，还能在应急情况下执行各种支援任
务。特别是在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条
件下，直升机成为发现火情的重要工具。

据凉城县岱海机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武辽飞介绍，通过秋季航空巡护，目前基本实现了
对全县森林火灾360度无死角监测，有效提高了森
林防火巡查效率和前期预警处置能力。这不仅大
大减轻了地面巡护人员的工作难度，还筑牢了森林
防火屏障，确保秋冬季防火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凉城县应急管理部门深入乡村重点林
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巡护检查。在巡护过程
中，对群众开展劝导，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条幅、
讲解森林防火案例，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森林防火
相关规定，牢固树立文明安全用火意识。通过空
中巡护与地面宣传动员的有机结合，全力织牢森
林草原防火立体“安全网”。

防火季节不松懈
织牢立体“安全网”

□本报记者 帅政

11月，内蒙古寒意渐浓。包头市内蒙古华云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云新材料）电解一厂
厂房内，一排排巨大的电解槽正在进行电解反应，
上方的多功能天车按照“号令”有序开展作业。

华云新材料隶属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是中国
铝业旗下最大的单体电解铝企业，近日被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评为自治区首家环保绩效A级企业。

据悉，获评A级的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期间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不停产、不限产，对
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包头市生态环境局积极助推企业绿
色低碳转型，集中力量强化对钢铁、电解铝、焦化
等行业企业的创A工作进行帮扶指导。当地生
态环境部门多次指导华云新材料实施电解烟气
半干法脱硫深度治理、原辅材料和脱硫尾灰等产
尘点的无组织排放治理、环境空气微站配置、生
产和环保数据DCS系统优化融合等举措，逐步
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水平和清洁运输水平。

“以前，我们治污设施处理能力不高，环保绩
效等级仅为C级。成功获评A级，不仅推动企业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实现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双
提升。”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安环部部长刘志有说。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进忠表示，该企
业环保绩效成功创A，不仅让企业对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更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环保绩效获评 A
绿色转型动力足

“双 11”刚落下帷幕，“双 12”又将到来。今
年，电商促销期间，不少快递企业开始从拼“速
度”转向拼“绿色”。

建设绿色仓储，降低能源消耗；加快绿色运输，
减少污染排放；升级快递回收，助力循环经济……
在可持续发展稳步前行的背景下，绿色快递成为
行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词”。

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包装袋、泡沫填充物，
是环境的“顽固敌人”。而倡导使用可降解、可回
收、可循环利用材料的绿色快递，才是环境友好
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行业主管部门正在通过制定相关标准
和政策扶持，推动绿色快递业发展，快递企业也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保效益，形成良
性循环。

绿色快递，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变革。在这条
路上，每一个环保包装，每一次循环利用，都是向
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有力步伐。

从拼“速度”转向拼“绿色”
◎李国萍

本报 11月 20日讯 （记者 霍晓
庆）11 月 20 日，自治区林草局传来喜
讯，额济纳旗国有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
合作，通过大棚播种繁育的方式成功引
种灰叶胡杨。2024年 4月将灰叶胡杨
幼 苗 移 栽 至 苗 圃 大 田 ，移 栽 成 活 率
100%，标志着额济纳旗园林绿化及植
树造林再添新树种。

灰叶胡杨属落叶乔木，仅分布在新
疆南部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和田河沿
岸，具备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等优良
特性，是国家三级保护渐危种，具有重要
的保护和利用价值。

目前，额济纳旗国有林场工作人员
正对这一珍贵树种进行充分补水灌溉，
保证其顺利过冬。下一步，林场将持续
跟踪观测灰叶胡杨在额济纳旗的适应能
力、生长周期及病虫害发生等情况。

灰 叶 胡 杨 扎 根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苏贝淖尔南侧的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苏贝淖尔南侧的““三北三北””工程项目现场工程项目现场 ..

每年秋冬交替时节，正是压沙织网好时机。连日来，鄂尔多斯市乌
审旗利用前段时间雨水多、土壤商情较好的条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
防沙治沙工程中，掀起又一轮治沙热潮。11月 18日，在乌审召镇苏贝淖
尔南侧的“三北”工程项目现场，拉运苗木、种植旱柳、铺设沙障，200多人
奋战在治沙一线。

据了解，这里曾是大片碱湖，面积大约 6400亩，由于土壤碱性程度
高，植被稀疏，沙化面积达到了3300多亩。通过修复治理，这些碱湖淖
尔将被旱柳、沙柳和杨柴沙障覆盖环绕，目前整个工程已进入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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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润苗提高苗木成活率。

种植沙柳。

铺设网格沙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