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对黑河水
水位、流量、含沙量等数据进行监
测。”12月 20日，阿拉善乌海水文
水资源分中心狼心山水文站站长
马建军说。

2003年，马建军来到距离额济
纳旗180公里的哨马营水文站，成
为坚守在额济纳河畔的一名水文
人。从那时起，他克服戈壁荒漠重
重困难，苦练水文测验基本功，全面学习水文理论
知识，测算整理了多年的水文系列珍贵资料，在艰
苦的环境中迅速成长为水文尖兵和监测“多面手”。

每当防凌防汛时期，马建军和同事们都要彻
夜坚守，密切关注水位涨幅、准确监测洪峰持续
时间和流量变化，一刻都不敢松懈。有一次特大
洪水来临，他克服单缆道吊箱在河面上摇摆不定

的困难，站到吊箱上对洪峰的全过程进行施测，
并向大家解释：“这样的洪水很少遇到，我们监测
到的数据资料非常宝贵，一定要测好、测准”。

冬天河面结冰，凿开七八十公分厚的冰层进
行测验已是常态化工作。哨马营水文站断面河
宽140米，测验一次需要砸开十几个冰窟窿。马
建军和同事们常常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用冰锥
将冰面一层一层砸开，再用铁锹一锹一锹铲掉，

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打开一个直径
60公分左右的冰洞。整个过程耗
时费力，手脚冻伤是常事，但冬季每
隔 5天的一次测流，马建军从来没
有缺席过。

2013-2014年度、2019-2020
年度，马建军先后被黑河流域管理
局评为“黑河水量调度先进个人”。
2022年，马建军担任狼心山水文站

站长，一如既往地坚守在水文一线。2024 年 2
月，他被水利部授予“全国水文先进个人”称号；
2024年 11月，又被人社部、水利部授予“全国水
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马建军始终有一个执着的信念，要像一棵弱
水河畔坚韧不屈的胡杨，伴水而行，无怨无悔，做
一名守护黑河安澜的水文“哨兵”。

弱水河畔的“胡杨”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一个晴朗的冬日，走进乌海市污水处理有
限责任公司，映入眼帘的是污水流入各级处理
系统，经过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理等工序
后，原本浑浊的污水变得非常清澈。

“预处理主要去除污水中所携带的垃圾，
生化处理则对污水中的总氮、总磷等进行处
理。经沉淀池泥水分离后，再通过深度处理将
水中极小的杂质去除，最终使再生水各项出水
指标满足相关用水需求。”乌海市污水处理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项予莘介绍。

内蒙古是资源型、工程型缺水地区，水资
源仅约占全国总量的 1.92%。近年来，内蒙古
优先配置利用再生水，深挖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等非常规水源潜力，实现水资源循环高效利
用。

乌海市年平均蒸发量是年平均降水量的
20多倍。作为典型缺水地区、水环境敏感地
区、水生态脆弱地区，乌海市2022年成功入选
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2023年成功入
选全国再生水利用配置优秀试点城市。

多年来，乌海市坚持将再生水、雨水、矿井
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全市水资源统一
配置和集中调度系统，并逐年扩大再生水利用
规模，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再生水已成
为支撑全市绿色低碳发展的“第二水源”。

乌海市还对再生水回用管网进行了改造
提升，基本构建了从污水处理厂到企业的点对
点再生水回收利用系统，可将污水处理厂产生
的再生水直接供至用水企业。

“2018年以前，我们各生产环节还主要采
用地下水，如今全部替换成了再生水。”北方联
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热电厂副厂长常建
军说，输送来的再生水经过循环水回用系统进
行深度处理，再经过离子交换设备除盐后，被
用于电厂锅炉，算下来每年可节省地下水约
480万立方米。

乌海市现有 2家城镇污水处理厂，已建成
的 259公里市政污水排放管网，全部直通城镇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再生水绝大多数用于工业
生产。

乌海市还有4家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工业废水。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
业园有数十家在产企业，其中 9家企业的污水
在达到综合排放三级标准后，汇集到园区污水
处理厂，采用“生化法+气浮+活性焦”工艺净化
废水，再将其与市政污水厂产出的再生水混
合，经过中水回用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每年可
节约工业取水600余万立方米。

2023年，乌海市的再生水利用率达 94%,
再生水收集利用量近2500万立方米。

作为全国首批 19个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
试点城市，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全力推进再生
水生产和综合利用，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
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以东胜区、康巴什
区、伊金霍洛旗为中心，辐射周边旗区。以城
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为突破口，以工农业利
用、城市杂用、生态利用为主要途径，构建以

“城市排水-再生处理-循环利用”为核心的区

域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着力打造再生水循环
利用“鄂尔多斯样板”。

鄂尔多斯市是我国典型的资源性、工程性
和指标性缺水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仅 265.2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至3000毫米，属于极
度缺水地区。但是，鄂尔多斯市拥有大量的煤
矿矿井水、农业排水、城市中水及雨水等非常
规水资源。

2023年，鄂尔多斯市确定了杭锦旗、鄂托
克前旗污水处理厂配套建设人工湿地两项重
点工程。同时，优化水资源、完善再生水配套
设施以及再生水管网输配方式，畅通矿井水综
合利用途径，因地制宜选择相关处理工艺，分
类分级开展矿井水综合利用。

通过多水源配置管理，鄂尔多斯市 126个
建设项目将再生水作为重要水源，是资源型城
市再生水配置管理的示范。该市还结合气候
特点形成了“冬储夏灌”的再生水利用模式，并
探索建立健全促进再生水利用的政策体系、管
理体制、激励机制和考核体系。

如今，万人嫌的废水变成了香饽饽。2024
年，全国共确定 50个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内
蒙古呼和浩特、包头、通辽、赤峰、鄂尔多斯、巴
彦淖尔共6市榜上有名。截至2023年底，内蒙
古排水管道总长度达 2.55万公里，108座城镇
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能力达346万吨每日，污
水处理率达 99%，达标率为 98%；再生水利用
率4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8个百分点，位
居全国前列。

绿色发展的“第二水源”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北疆绿韵］ ［纵览］

［绿水青山］

【有感而发】

［绿野新风］

近年来，内蒙古优先配置利用再生水，深挖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非常规水资源潜力，
实现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

［绿眼］

生态环保
执行主编：塔娜 责任编辑：张慧玲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4年12月26日 星期四6

近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空白区实
现锁边“合龙”的消息令人振奋。

“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涉及内蒙古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内蒙古是中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在与沙
的博弈中，内蒙古各地不断创新完善治沙模式，
探索总结出“库布其模式”“磴口模式”“以路治
沙”等行之有效的模式和路子。党的十八大以
来，内蒙古累计完成防沙治沙 1.67 亿亩，近 10 年
来，沙尘暴天数由每年 4.9天减少到 0.6天。

循道而行，方能致远。防沙治沙是一个滚石
上山的过程，需要毫不松懈、久久为功。要从根
本上解决荒漠化沙化问题，持续聚焦重点，全力
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役；
有序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做到
治一片、成一片、绿一片，为我国北方地区“穿”好
风沙防护服。

“穿”好风沙防护服
◎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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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冬至时节，在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哈拉沁生态公园，沿着红、蓝、白
彩色路，走上一座木质小桥，公园美景尽收眼底。

近年来，新城区高度重视河湖保护治理工
作，锚定“持久水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
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科学水管理”目标，持
之以恒开展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深度挖掘整合水
文化与河湖保护自然相融。

为全面推动河湖治理保护提能增效，新城区
建立“河长+检察长+警长”协作机制，推行“河长
治河”模式。通过联合巡河、协同办案、信息共
享，有效预防和打击破坏河湖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深入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制定“一河（湖）
一策”方案，认真实施优化分配水资源，恢复和改
善河道水环境，让河湖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新城区以哈拉沁沟为试点全面开展幸福河
湖建设，启动“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
程”，全面恢复大青山的自然生态。如今，总面积
1.2万余亩的哈拉沁生态公园，已成为大青山生
态保护区内一处功能完善、景观丰富、野趣盎然
的大型生态公园。

“有时间就在生态公园里走一走，放松心情、
锻炼身体，这里已成为城市人亲近自然的理想之
处。”经常和家人来此休闲的呼和浩特市民寇桂
枝兴致勃勃地说。

有了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处

□本报记者 霍晓庆 通讯员 萨日娜

远红外相机下，猞猁闲庭信步，雪兔身姿矫
健……冬日的内蒙古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野趣盎然。就在这个冬季，保护区为
这些野生动物进行了建档立卡，每个野生动物种
群都有了“户口”。

内蒙古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红花尔基镇
境内。保护区内有亚洲面积最大、我国唯一集中
连片的天然沙地樟子松林，是我国北方森林草原
地区最重要的生物基因库。据统计，保护区内有
脊椎动物190种，国家 I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黑嘴
松鸡、黄胸鹀、驼鹿等5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
物有鸳鸯、(黑)鸢、红隼、花尾榛鸡、赤狐、马鹿等
36种。

为进一步摸清保护区内国家重点野生动物
种类、种群数量及分布、栖息地情况，濒危野生动
物种群是否受威胁情况，今冬以来，内蒙古红花
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逐步为辖区内
常住野生动物建档立卡。内容包括野生动物名
称、学名、分类、栖息地、生活习性等基本信息，及
野生动物的数量、种群结构以及在不同区域的分
布情况、保护级别等信息，并针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需求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此举将有效掌握
野生动物资源的生存现状和保护需求，从而为下
一步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为野生动物种群建档立卡

本报12月 25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 12月 25日从自治区水利厅获
悉，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坚持双管齐下治
理“十大孔兑”，综合治理流域内水土流
失并对河道内泥沙进行治理，减缓“十大
孔兑”向黄河的输沙量。如今，“十大孔
兑”水源得到涵养、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
保护，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绿色宝库。

据悉，鄂尔多斯市在中游风沙区，运
用“南围北堵、中间切割”策略，对库布其
沙漠展开治理，通过在河道两岸植树造
林，设置人工沙障，构建起坚实的防护林
草带。围绕根治泥沙入黄问题，鄂尔多斯
市于2020年启动实施“拦沙换水”试点工
程，即以拦沙坝工程拦洪滞沙，减少入黄
泥沙，从而置换出部分黄河输沙用水量，
换取黄河用水指标。作为“拦沙换水”工
程之一，中心城区引黄供水工程于2024
年7月18日正式通水，不仅有效解决了两
个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需求及4个工业
项目的供水问题，还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资源保障。

鄂尔多斯市“十大孔兑”
成 为 绿 色 宝 库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12月 25日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
悉，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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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政府和城市峰会在哥伦比亚卡利市举
行。峰会现场公布了新一批“自然城市”
平台入选名单，内蒙古通辽市成为我国
20个入选城市之一。

通辽市既是东北三省和京津冀地区
的重要生态防线，又是我国北方生态安
全屏障的重要组成。多样化的自然景
观、多元化的生态功能、多层次的生态格
局，共同构成了通辽市丰富而又独特的
生态系统。近年来，通辽市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持续推动生物多样
性保护，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开创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

通 辽 市 入 选 全 球
“ 自 然 城 市 ”平 台

本报 12月 25日讯 (记者 霍晓
庆)12月25日,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获悉，
近日，经湖南师范大学真菌研究室专家研
究最终确定，2022年8月内蒙古贺兰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大型真菌为羊肚菌
状高腹菌，是贺兰山菌类新记录种。

羊肚菌状高腹菌因其组织结构形似
羊肚而得名。主要形态特征为担子果扁圆
至椭圆形，直径3至5厘米，新鲜时污白至
土黄色，干后为褐色。孢体表面黄褐色，软
骨质，具5至6条纵行棱脊，生长在海拔约
2600米左右的青海云杉林内落叶层下。

大型真菌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的重
要成员。在内蒙古贺兰山首次采集到
的该大型真菌，进一步丰富了贺兰山的
物种记录，为推动贺兰山保护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内蒙古贺兰山再添菌类新记录

本报 12月 25日讯 （记者 李国
萍）12月25日，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
获悉，根据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日前制定的
《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2025年
重点任务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内蒙
古邮政快递业绿色转型被纳入其中。

《清单》明确，推广统一配送、集中配
送、共同配送等集约化组织方式，加快城
乡货运配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开
展绿色设计、选择绿色材料、推行绿色制
造、采用绿色包装、回收利用资源，降低产
品全生命周期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影响。

近年来，我区按照“禁、限、减、循、
降”治理路径，推广电商快件原装直发，
推进纸类包装回收复用。下一步，内蒙
古邮政管理部门将进一步细化落实举
措，全力巩固快递包装治理成效，持续提
升绿色运输水平。

内蒙古邮政快递业绿色转型
被 纳 入 重 点 任 务 清 单

一场洋洋洒洒的冬雪把青城装扮得清新、洁白。
冬至过后，呼和浩特市最低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

位于大黑河流域玉泉区段的“千岛湖”，由于注入的再生
水温度较高，形成了水汽升腾、云雾飘渺的景致。上千
只赤麻鸭“铺”在水面，咕咕嘎嘎的欢声此起彼伏。

与拥挤在一起的赤麻鸭不同，几只白鹭或滑行于湖
面，或亭亭玉立于湖畔，优雅而悠闲；两对蛇鵜呆站岸边，
似在打盹休憩；几十只白骨顶水鸡，扎堆在湖中小岛上迎
接暖阳；湖边栈道上，观景、摄影、休闲的人们络绎不绝。
如此清湖鸟影、水天一色、人鸟和谐之境，令人心醉神迷。

自2016年起，呼和浩特市启动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和
河道改造工程。如今，大黑河12.7公里水系全线连通，南
北岸环线道路全线贯通，河道生态涵养功能明显增强，为
沿线生态恢复、候鸟栖息提供了充足水源和良好环境。

扎堆的赤麻鸭扎堆的赤麻鸭。。

雪中留影雪中留影。。

静立的白鹭静立的白鹭。。

位于呼和浩特市大黑河流域玉泉区段的位于呼和浩特市大黑河流域玉泉区段的““千岛湖千岛湖””一景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