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2 日晚上 8点多，天已
经黑透。巡查完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黄合少镇大黑河、大榆树沟河
道的李利俊回到家，拿起一杯水

“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李利俊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水资源与河湖保护中心主任。从
事水利工作 27年以来，他的足迹
遍布辖区内所有的河流。哪些地
方容易出现垃圾，哪些地方阻碍行洪，哪些地方
容易引发安全隐患，他都一清二楚。

“不管是小饭馆偷倒泔水、乱扔垃圾，还是
有人在河边占道经营、私搭乱建，只要发现问
题，我们都一查到底。”李利俊说。

无论遇到哪种问题，李利俊都会细致地
进行分类登记，并高效解决。2024 年截至 10
月，在他的带领下，赛罕区水资源与河湖保护

中心完成整改河道“四乱”问题 140 余个，疏浚
河道 26.5 公里，清理河道土堆及碍洪物 8 万余
立方米。

为切实落实河湖长制工作要求，李利俊在
河湖治理长效机制方面做表率，主动牵头、积极
谋划、大力推进。保护中心极具创新性地构建
了“检察长+河湖长”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公益
诉讼的作用，精准把握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存在
的问题，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有力推动河湖长

制工作切实落地。
进入新发展阶段，践行生态

文明理念、建设幸福河湖对水利
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李利俊
带领下，赛罕区水资源与河湖保
护中心深入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
工作深度融合，在水旱灾害防御
方面，提前预判汛情、旱情，主动
落实防汛抗旱措施，积极筹备沙

袋、水泵等物资，持续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在水
土保持方面，因地制宜推进水土保持工作，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20 平方公里；在节水方面，深入
实施节水行动，严格水资源管理，全力落实各项
节水措施；在生态治理方面，全面完成大黑河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

2023 年，李利俊荣获自治区全面推行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走遍河湖护清波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乘车从沿黄高速公路自西向东横穿鄂尔
多斯，不时被道路两侧的场景震撼：草方格随
着沙丘起伏伸展，草方格里，新栽种的沙柳、柠
条与成林的乔灌混交林衔接交融，形成一条生
态“绿带”，绵延不绝。

这条“绿带”就是库布其沙漠锁边林带。
向北紧邻黄河，向南接壤库布其沙漠，如一道
绿色长城，将沙漠和黄河隔绝开来。

就在锁边林带和库布其沙漠之间，一道与
锁边林带并行相嵌，绵延400公里、平均宽约5
公里的“光伏长城”治沙带正在拔地而起。“光
伏长城”治沙带通过板上发电、板下生态治理
的模式，实现增绿、增能、增收。

届时，一蓝一绿两道“长城”交相辉映、互相
支撑，将有效阻止库布其沙漠北侵入黄，成为“三
北”工程、保护母亲河的生态示范性重大工程。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如一条黄
色“巨龙”横跨鄂尔多斯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
格尔旗，同时，位于黄河南岸，与黄河并行。历
史上，库布其沙漠以每年 10米的速度持续北
侵，最近处曾与黄河握手，极端年份向黄河输
沙量高达1.6亿吨，严重危及黄河安澜。

从上世纪 80年代起，鄂尔多斯在黄河南
岸、库布其沙漠北缘，布局建设总长约 420公
里、平均宽度约3公里防风阻沙锁边林带。

作为第一代锁边林建设代表，74岁的达拉
特旗农民白七劳回忆，1981年起，旗里开始实
施锁边林工程，人们终于看到了击退“沙魔”的
希望。“每到造林季节，马车把苗木拉到沙漠边

缘，村民们再将苗木背到沙漠里种下。苗木不
停地拉来，人们不停地造林，一直持续了好多
年。”白七劳说。

如今，经过几代人的持续治理，防风阻沙锁
边林带已成林见效348公里，其中达拉特旗段
150公里已全部建成，植被覆盖率达到53%。

2023年全面打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以
来，鄂尔多斯启动实施库布其沙漠北缘锁边林带
建设，计划在第一代锁边林的基础上进行补植补
造，通过工程固沙+乔灌草结合，补齐提升剩余的
72公里锁边林带。“现已完成43公里，治理裸露
沙地15.2万亩，其余29公里将在2025年全部完
成。”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副局长柳天云介绍。

与此同时，几乎在锁边林带同一起点和终
点，鄂尔多斯规划布局了“光伏长城”治沙带。

在去往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的路上，窗外的光伏蓝海始终如影随形。蓝海
之上，光伏板发绿电、减标煤；蓝海之下，梭梭、
柠条等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
这个100万千瓦、总占地面积5万亩的基地，每
年的发电量大约20亿度，能满足一个三四十万
人口城市一年的居民用电需求。

这只是鄂尔多斯“光伏长城”治沙带的一
小部分。在杭锦旗、准格尔旗，20个防沙治沙
和风电光伏一体化新能源项目齐头并进，“光
伏长城”治沙带加紧建设。

过去，光伏企业只建设光伏，现在，自治区
提出组建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的联合
体，要求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必须配套沙化土

地治理 12万亩，其中板下治理 3万亩，光伏项
目区以外的远沙大沙区生态治理9万亩。鄂尔
多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光伏治理区、生态治
理区建设6年后林草覆盖率不低于40%。

“库布其沙漠远沙大沙地带治理难度大，
通过光伏+生态治理，光伏企业和生态治理企
业同步施工，光伏建设和生态治理同步进行，
能够实现沙漠的有效治理。”柳天云说。

光伏板除了能发电外，还具有阻止沙丘移
动、减少土壤水分蒸发的作用。光伏板下，当
地根据气候条件、自然立地条件，因地制宜通
过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牧光互补、自然恢复等
方式，实现“1+1＞2”的效果。

据了解，整个“光伏长城”治沙带可容纳光
伏 100吉瓦，目前已经累计建成光伏项目 542
万千瓦时、光伏治沙面积超20万亩；在建项目
3097万千瓦，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光伏治沙面积
200万亩。通过光伏治沙+生态治理的方式，
计划到2030年，鄂尔多斯将实现对库布其沙漠
1200万亩沙化土地的全面治理。

“光伏长城”不仅是生态长城，也是绿电长
城、产业长城、富民长城。“光伏长城”治沙带建
设有力带动了新能源装备和光伏装备全产业
链发展，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力推行“以
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激励机制，优先吸纳农
牧民投工投劳，优先购置本地种苗和沙障原材
料，优先通过农牧民自建、合作社建设等方式
先建后补实施项目，让农牧民成为防沙治沙的
直接参与者和直接受益人。

两道“长城”阻沙侵
□本报记者 霍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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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在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北缘，布局建设了总长约420公里的防风阻沙锁边
林带，规划设置了绵延400公里的“光伏长城”治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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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月 27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近日，由内蒙古大学、自治区质量和
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的7名专家组成审
查委员会，对《阿拉善锁阳高质量发展标
准体系》内的8项标准进行了审查。

审查委员会在听取阿拉善盟林业草
原研究所等标准起草单位关于《阿拉善
锁阳产地环境》《寄主白刺育苗技术规
程》《阿拉善锁阳人工接种栽培技术规
程》《寄主锁阳和白刺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规程》等 8项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汇
报，并对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交流质询和
认真审查后，一致同意通过审查。

下一步，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将加
大力度抓好《阿拉善锁阳高质量发展标
准体系》建设项目，推动体系内8项标准
发布实施，全面提升锁阳生态沙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水平。

阿拉善盟8项沙产业标准
通过技术审查

本报 11月 27日讯 （记者 霍晓
庆）11月27日，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
2024年自治区林草系统累计执行航空护
林飞行3400多小时、1000余架次，护林面
积达700万平方公里，圆满完成全年任务，
有效筑牢北疆生态安全“防火墙”。

作为一种高效的护林模式，航空巡护
不仅弥补了人工地面巡护覆盖度不高的
缺点，拓宽了巡护面，同时也确保一旦发
生森林火情，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航空护林的重要
作用，自治区林草局认真研判，明确飞护
重点区域和时间节点，加强与各方的沟
通协作，确保全过程组织有序、调度有
力，高效、安全地完成了森林草原航空护
林各项飞行任务，有效保护我区森林草
原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024年内蒙古航空护林
面积达 700万平方公里

本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帅政）
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召开座谈会，就强化部门联动统
筹、共同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发
展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

据悉，双方将深入实施科技“突围”
工程，持续凝炼梳理生态环境领域科技
需求，以“突围”意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
领域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协同谋
划并组织实施好国家和自治区重大科技
项目工程，聚焦黄河流域重点生态功能
区、东北森林带和北方防沙带战略区域，
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领域重大科技问题。
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关键
技术瓶颈，加快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科技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助力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我区两部门联手推进
生态环境领域科创发展

□本报记者 帅政 通讯员 王娜

11月下旬，北风呼啸，气温已经降至零下。
见到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苏米图嘎
查牧民萨和其时，他正骑着摩托车，对毛乌素沙
地下风口阻沙带中段西侧进行日常巡护。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北端，沙化土地面
积占比高达56.9%，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的前沿阵地。萨和其所在的苏米图苏木
毛乌素沙地下风口阻沙带及周边集中连片裸露
沙地，主要由流动风沙土和半固定风沙土构成，
治理难度极大，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饱受
风沙之苦。

2024 年 3月，鄂托克旗在苏米图苏木毛乌
素沙地下风口阻沙带中段西侧实施了沙化土地
治理项目。通过选用优良苗木，采取随造林随整
地、带状机械整地的作业方式，确保苗木成活
率。截至目前，项目区人工造灌木林 9万亩，人
工种草6.9万亩，工程固沙9万亩，有效遏制了沙
化土地的扩张趋势，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面对来之不易的生态福利，萨和其与同嘎查
9位牧民放下牧鞭，自发“变身”管护员，负责项
目区生态管护任务。除了日常监测植被生长状
况，他们还定期检查维护周边围栏设施，防止牛
羊等牲畜对植被造成破坏。

萨和其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沙地被锁住了，
作为生态变化的亲历者，必须要竭尽所能巩固好
治沙成果。

遏制沙化扩张
乐享生态福利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杨慧慧

“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我上山围封山
地一天挣 280元钱，对于外出打工的村民来说，
工资不低了。我还招呼周边 100多户村民一起
加入治沙，现在形成了良性循环，风沙少了，环境
更好了。”11月 26日，包头市固阳县金山镇万胜
壕村民郭鑫说。

据了解，2024年固阳县全面实施阴山北麓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其中
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总面积14.2万
亩，截至目前完成13.6万亩；完成草原生态综合
治理面积16.7万亩，建设草原围栏127.5万延长
米。项目建设除使用大型设施设备外，科学设计

“以工代赈”环节和“以工代赈”任务，共吸纳当地
120 余名农牧民参与到项目建设中，通过参加

“以工代赈”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三北’工程项目建设周期内，我们想通过

实施‘以工代赈’，一方面为当地农民创造就业机
会，另一方面也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兴起，如种
苗培育、运输等相关产业。同时让‘以工代赈’项
目资金的‘乘数’效应发挥到最大化，改变以往

‘政府做、群众看’的状况。通过有偿劳动，让农
民由治沙‘看客’变为防沙‘主角’，切实构建起全
民参与防沙治沙的新格局，实现治沙与致富双
赢。”固阳县林草局副局长段霞说。

不做治沙看客
要做防沙主角

11 月 22 日，北京市密云区金叵罗“零碳村”
白皮书发布，为“零碳村”试点建设提供了科学、
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其实早在 2021 年，内蒙古就进行了“零碳
村”的探索。准格尔旗准格尔召村通过整村“光
伏+清洁供暖”项目，减少标煤用量和二氧化碳
排放，为全区“零碳村”建设积累了经验。

内蒙古农村牧区面积较大，推广“零碳村”建
设，不仅改善生活环境，也大大降低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助力乡村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意义
重大。

要推进农房节能、清洁供暖、清洁用电改造；
推广种养循环，增加农田土壤碳汇；推广生态农
业模式，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降低温室气体排
放；推进造林种草、生态修复、森林抚育，增加生
态系统碳汇。让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形成示
范引领，推动“清洁能源+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逐步让“零碳村”成为乡村建设新风尚。

让“零碳村”成为新风尚
◎霍晓庆

本报 11月 27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 11月 27日从自治区水利厅获
悉，黑河干流 2023—2024 年度水量调
度工作已于近日结束。据统计，2023—
2024年度黑河干流5次水量调度，共向
东居延海补水 0.7 亿立方米，额济纳绿
洲生态持续好转，东居延海实现连续20
年不干涸。

据悉，本年度黑河来水时空不均、前
枯后丰十分明显，水量调度工作面临多年
少有的严峻形势。内蒙古精准实施水量
动态调度，采取“集中水量、分区轮灌”等
科学调度措施，有效保障了天然林草地的
灌溉，最大限度发挥了黑河水生态效益，
圆满完成黑河调水及母亲河复苏目标任
务。目前，东居延海水面面积37.6平方千
米，蓄积水量4370万立方米。

黑河干流2023—2024年度
向东居延海补水0.7亿立方米

位于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国家落叶松良种基地位于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国家落叶松良种基地。。

野猪在山林中频繁出没，斑羚在
深山幽谷间奔跑，猞猁在密林间闲庭
信步……冬日，内蒙古乌兰坝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纷纷“出镜”。

内蒙古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北部，地处大
兴安岭南部山地，属于大型森林生态
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森
林、灌丛、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及丰

富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

加大，保护区已经成为1071种高等植
物、321种脊椎动物的家园。不仅有
被列为世界濒危物种红皮书易危物
种的斑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种
群在此集中分布，也有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鸟中大熊猫黑鹳及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蓑羽鹤在此落户繁殖。

呆萌的狍子。

落在枝头的金翅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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猞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