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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有很多河
流。多年来，让河道保持清洁，一
直是鲍明珠的心愿。初冬的草原，
水面已有结冰，67 岁的鲍明珠依
然行走在巡河护河的路上。

鲍明珠是正蓝旗人与草原环
保志愿者协会会长，也是锡林郭勒
盟一名河湖管护义务监督员。她
多年投身生态环保、河湖保护工作，被人们亲切
地称为“最美志愿者”。

正蓝旗人与草原环保志愿者协会自2018年
成立至今的 6年多时间里，鲍明珠组织开展了治
沙植绿、清理河道垃圾、宣传及救助国家级保护
鸟类等各类环保公益活动。在浑善达克沙地，鲍
明珠带领志愿者种植的黄柳、柠条、杨柴，平均成
活率达85%以上，保护了近1500亩草场，带动了

3个嘎查1000多名牧民植树护绿。
正蓝旗境内的湿地和湖泊，是亚洲候鸟主要

迁徙途经地之一。鲍明珠经常顶着烈日、冒着严
寒，带领志愿者们在河道里清理各种垃圾，经常
是汗水夹杂着垃圾袋里溢出的泥水从脊背淌下，
她从无怨言。每当看到候鸟因人为惊扰发生弃
巢事件，她都焦急万分，不仅起早贪黑巡护，还制
作设立标识牌、发放宣传单，提醒人们在鸟类孵

化期不航拍、不惊扰，唤起公众对
保护河湖湿地候鸟的关注，并积极
参与到爱鸟护鸟的行动中。

6年多的时间里，鲍明珠带领
协会累计开展河湖湿地保护宣传
80余次，巡河护飞50余次，救助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0余次，动员
志愿者参与环保公益活动达 7000

多人次。
2019年，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开展“江河卫

士——民间河长在行动”活动，鲍明珠被选为优
秀民间河长；2020年荣获自治区最美河湖志愿者
称号；2021年荣获正蓝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志
愿者荣誉。

鲍明珠说：“环保公益事业没有捷径可走，唯
有坚守。我会一直在坚守的路上。”

“没有捷径，唯有坚守”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云水倒映，水鸟盘旋，林木斑斓——初冬
时节，行走在呼和浩特市大黑河畔，入目即是
诗画。

大黑河是黄河在内蒙古境内最大的一级
支流，被誉为呼和浩特的“母亲河”，在呼和浩
特市境内全长149公里。

过去，由于河道上游入境水资源量减少，入
河水质不达标甚至部分污水直排入河等原因，
河道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为全力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呼和浩特市锚定“河
畅、水清、岸绿、村美、业兴”建设目标，努力将大
黑河建设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河。

2021年，呼和浩特市制定《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警示片反映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和《大黑
河清淤及淤泥处置方案》。从当年7月至2022
年 3月，大黑河 8.62公里河道底泥清理工作全
面完成，由此，困扰大黑河30年的底泥污染问
题得到彻底解决，水质得到改善，河道自然生
态系统恢复，周边环境质量大幅提升。

然而，由于除洪水期外基本呈断流状态，
大黑河形成了多处死水坑。“大黑河地处干旱、
半干旱区域，其面临的断流问题在黄河流域具
有代表性。”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大黑河尾水湿地净化工程项目负责人
庞建国说。2023年 4月以前，大黑河 4.5公里
的治理河段断流成了12处浑浊不通的臭水坑。

如何让渠水清如许？2023年 4月，呼和浩
特市大黑河河道修复及污水处理净化工程项
目开工。项目分为大黑河蒙牛大桥103省道段

河道修复工程和黄河流域大黑河首创春华辛
辛板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工程两部分。
具体包括对主河槽、顶道路与穿河漫水路的开
挖与贯通，上游引水工程、泵站配水工程、湿地
净化工程、退水工程等项目。

“河道生态基流不足，补水不能‘靠天吃
饭’！”为了解决工程掣肘的“缺水之困”，承担
大黑河河道修复及污水处理净化工程的中交
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响应国家“加强非
常规水源利用”的环保要求，综合城市用水情
况，决定向上游辛辛板污水处理厂“借水”。

“借水”就是将不能直接排入河道的污水
处理厂的达标尾水进行净化，然后作为水源补
充给大黑河。

“我们不但要实现河道内有水，还要最终
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庞建国说。

路虽远，行则至。项目建设者参考国内工
程案例，结合大黑河滩涂宽阔、河道与河槽高
差大等特质，为其量身订制了一套“荒漠区河
流生态修复系统”。

“荒漠区河流生态修复系统”包含多种先
进的处理系统，就像是给尾水装上了多层“净
水滤芯”。作为首层“净水滤芯”，土壤渗滤系
统通过土壤的自然过滤作用，有效去除污水中
的杂质和有害物质；第二层“净水滤芯”是仿自
然强化湿地系统，它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环
境，利用湿地植物的吸收和微生物的降解作
用，进一步净化水质；最后一层“净水滤芯”生
态净化塘系统，通过水体的自然循环和生物净

化作用，使水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们参考北方地区水体换水周期的经

验，结合各净化单元实际需求，测算确定了4万
立方米每天的处理规模，以及11天的最短换水
周期，从而有效保证河道水质和水动力条件。”
庞建国说，同时在生态净化塘里种植了13种约
6万平方米的沉水、挺水、漂浮植物，以通过高
覆盖率的植物群落构建“水生动植物、微生物
群落”共生系统，确保工程实现吞“污”吐“清”。

“工程运行后，每年有效削减入河化学需
氧量 73吨、氨氮 3.65 吨、总磷 0.73 吨，依托这
套‘净水滤芯’的重力自流特性，一年可节约运
行维护费用1000余万元。”玉泉区水务局局长
闫映巍自豪地说。

“目前，河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平
均消减25%以上，水质稳定提升到地表水Ⅳ类
标准，实现了‘一泓清水入黄河’的建设目标。”
庞建国得偿所愿。

2023年，大黑河 12.7公里水系全线连通，
南北岸环线道路全面贯通，河道生态涵养功能
明显增强。截至目前，大黑河尾水湿地净化工
程累计修复生态面积139万平方米。

碧水绕城，清水入黄。沿大黑河顺流而
下，城区段两岸的树木与碧波荡漾的湖面相映
成趣。大黑河项目整套系统运行良好，上游水
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河道内的水资源也得到
盘活，为沿线生态恢复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也
为呼和浩特市全国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建设增添一抹亮色。

碧水绕城 清水入黄
□本报记者 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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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大黑河河道修复及污水处理净化工程运行以来，河道生态涵养功能明显增
强，水质稳定提升到地表水IV类标准，累计生态修复面积达139万平方米——

［绿眼］

本报 11月 13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记者 11月 13日从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获悉，近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揭晓了全
国 24个“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案例”，其
中，凉城县申报的《美丽县城案例》成功
入选《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案例》。

近年来，凉城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依托岱海湖、二龙
什台国家森林公园等资源禀赋，朝着建
设生态文明强县、建设全域全季旅游强
县目标迈出坚实步伐。同时，当地积极
打造“凉城旱粮”区域公用品牌，全县90
多万亩耕地通过国家无公害产地认证，
6万亩耕地通过国家有机产地认定。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入选
《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案例》

本报11月 13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11月 13日从自治区生态环境总站
获悉，近年来，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积极
规划多要素多种类的标准研究制定工
作，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监
测监管出发，整体谋划建设内蒙古生态
质量监测评价标准体系，取得积极成效。

据悉，2023年以来，自治区环境监
测总站成功立项15个亟需的地方标准，
涵盖生态、环境空气、水环境、分析测试
等多个关键领域。其中，环境空气标准
从温室气体监测、沙尘天气监测、走航监
测、源解析等方面谋求创新；水环境从水
生态评价、微塑料监测等方面寻求突破；
分析测试从废弃物污染防治、应急监测
等方面力求革新。各项标准的制定按照
严格的科学论证，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
理性及可操作性，为完善全区生态环境
监测地方标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区生态质量监测评价
标准体系建设出成效

本报 11月 13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 11月 13日从自治区水利厅获
悉，2024年以来，内蒙古坚持区域与流
域相结合、加快推进省际毗邻区域跨界
河湖联防联控联治。截至目前，相关盟
市以旗县为主体，全部完成与宁夏、甘
肃、山西、陕西、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
共8省区的35个市县工作对接，已正式
建立河湖库联防联控联治协同机制 24
个，初步达成协作机制意见6个，共涉及
跨省界河湖51条（个）。

据悉，2024 年 8月，自治区河长制
办公室进一步印发专项文件，要求各地
以黄河、西辽河、嫩江、黑河、窟野河、老
哈河、霍林河、滦河、察汗淖尔等 39条
（个）重要跨界河湖库为重点，全面推进
跨省界河湖库管理保护工作。在联防联
控联治协同机制指导推动下，相关地区
联合召开联席会议、开展河湖巡查，共同
协调解决区域突出问题与困难，形成跨
界河湖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了河
湖治理从“分段治”变“全域治”。

内蒙古建立24个河湖库
联防联控联治协同机制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李宝乐

高耸的烟囱不再冒出白色蒸汽，新加装的环
保设备稳定运行……11月12日，记者在包头天骄
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看到，困扰企业多年的有
色“烟羽”现象得到了有效解决。这不仅最大限度
降低了污染物排放，还起到节约水资源的作用。

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产生的烟气经过湿法
脱硫处理后，烟气湿度基本达到饱和状态，温度
通常降至40—50℃。排放时烟气会迅速降到露
点以下并产生大量微小水滴，形成“烟羽”现象，
不仅造成视觉污染，还影响空气质量。

针对有色“烟羽”，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
有限公司经环保专家指导，制定有效可执行治理
方案。经多方验证，最终采用复合过滤网水汽捕
集技术等相关设计，通过“旋风塔颗粒物回收、复
合过滤网除雾器固液分离、风机动力系统支撑”3
大工序的作用，有效解决了传统尾气治理中除尘
和水汽难捕集的困扰。

目前，干燥除尘除雾这一治理项目运行稳定，
实现了干燥尾气中水汽含量大幅降低、颗粒物含
量均值降低至10克每立方米以下、除雾器收集废
水实现循环再利用，污染物排放在原来已经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二次降污”。

作为包头市首个使用新科技手段治理有色
“烟羽”的工业环保项目，该项目为工业企业干燥
除尘除雾治理起到了引领作用。

“烟羽”化身“循环水”

□本报记者 帅政

11月初，通辽市科左后旗海鲁吐镇羊草种
植项目区内，大型农业机械轰鸣，掀起了新一轮
的羊草种植热潮。

自京蒙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科左后旗将产
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通过种植中科羊
草，全面推进盐碱地和退化草原的保护和修复工
程，推动草原生态、农牧民生活全面向好，让盐碱
荒滩变成了草场。

海鲁吐镇阿力顺文都嘎查会计春布如说：“中
科羊草项目，不仅改善盐碱地，还给农牧民每亩补
贴100元，嘎查的种植面积已达到了3600亩。”

羊草作为优质牧草，产量高、叶量大，营养丰
富，适口性好，在畜牧养殖过程中，是一种极具优
势的饲草。其具有网状根系，能够更好地固定土
壤，在水土保持方面的生态效益十分显著。海鲁
吐镇从 2023年开始种植中科羊草，涉及 5个嘎
查，2024年计划扩种，总面积达到2.5万亩左右。

“为有效解决草畜平衡的问题，海鲁吐镇通过
‘科研+公司+村集体+村民’的合作模式种植羊
草，有效降低当地养殖户的养殖成本，提高群众的
收益，实现增产增收。”海鲁吐镇副镇长王月云说。

2022年以来，科左后旗利用京蒙协作资金
4000余万元，依托中科羊草种植，推动重度沙化
草原和盐碱地进行系统治理，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产业振兴新路子。

盐碱荒滩变草场

立冬之后，逐渐进入候鸟迁徙高峰期。3 条
候鸟迁飞通道穿过内蒙古，从阿拉善额济纳绿洲
到巴彦淖尔乌梁素海，从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到通辽科左后旗境内湖泊，凤头鸊鷉、黑鹳、天鹅、
赤麻鸭、丹顶鹤等众多候鸟如约而至，内蒙古各地
的大美湿地成了候鸟迁徙的停歇地和中转站。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保护鸟类对于维
护生态平衡至关重要。为了一场场候鸟归来的

“约定”，近年来，内蒙古推进落实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行动，巡“栈道”、望“田间”、查“水面”、盯

“餐桌”、进“农户”，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度，
实施湿地恢复和生态补水工程，为迁徙候鸟提供
了充足的食物和良好的栖息环境。

为有效保护候鸟安全，在持续加强环境保
护、守护候鸟迁飞通道、织密保护网络的同时，还
要提高保护意识，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健全管护
机制，提升执法质量。

护鸟飞，伴鸟归。这是大自然的呼唤，也是
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归来的“约定”
◎张慧玲

本报 11月 13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古树名木是有生命的文物，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科学、生态、景观和经济价
值。为切实加强古树名木资源保护，6
月—10月，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公安
厅、住建厅在全区范围联合开展了打击
整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动“春风
2024”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期间，各级林草部门充分
利用资源普查数据，深入分析破坏古树
名木资源风险隐患和违法犯罪趋势特
点，对古树名木资源集中分布的重点地
区及木材厂、盆景及木制品加工场所等
部位开展动态摸排，加大巡逻检查力度
和频次，增强打击整治工作的精准性、实
效性。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树一策”
原则，对生长势弱、环境条件差的古树实
施保护与复壮，使全区古树名木得到有
效保护。

内 蒙 古 为 古 树 名 木
撑 起 法 治“ 保 护 伞 ”

初冬，南飞的候鸟仍在旅途。这几天，成千上万
只灰鹤、小天鹅、大天鹅、苍鹭、白鹭、凤头鸊鷉等鸟
类飞临包头市小白河、南海子等沿黄湿地，翩跹灵
动、野趣盎然。近年来，包头市实施湿地生态保护和
修复等综合治理工程，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加强，
野生动植物资源日益丰富，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持
续释放出“生态红利”。据包头市林草局资源保护站
技术人员介绍，近些年监测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逐
年增多，2019年至 2023年连续 5年监测到国家 I级
重点保护鸟类遗鸥和白尾海雕，首次监测到国家I级
重点保护鸟类白头鹤、黑颈鹤，其中，黑颈鹤为内蒙
古鸟类新纪录。

包头市东河区朱尔圪岱滞洪区鸥鸟翔集包头市东河区朱尔圪岱滞洪区鸥鸟翔集。。

灵
动
的

灵
动
的
大
美
湿
地

大
美
湿
地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霍
晓
庆

霍
晓
庆

通
讯
员

通
讯
员

菅
美
桃

菅
美
桃

摄
影
报
道

摄
影
报
道

候鸟监测。

大天鹅水中游弋。

觅食的翘鼻麻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