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首站绿潮涌 北疆屏障展新颜
——我市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纪实

本报记者赵永刚

祖国北疆，黄河蜿蜒穿流，我市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地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
沙地交汇处。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着力抓好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蝶变，为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
全屏障贡献乌海力量。

近日，在海南区拉僧庙镇图海山南侧，记者看到工人顶着风沙分散在
一座座沙丘上弯腰劳作，铺设草帘，更新滴灌设备。

“这些草帘能固定流沙，滴灌系统则为新植苗木‘解渴’。”市自然资源
海南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丽芳介绍，仅海南区今年就完成灌木补植34.5
万株、乔木更新300株，铺设草帘18亩，巴音陶亥生态园等5个地块重现
生机，绿色正逐步在这里蔓延。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工程，具体实施乌海市
库布其—毛乌素沙漠沙化地综合治理、乌海市“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
保护修复治理2个项目，共3.881万亩。逐个项目地块制定时间表、责任
表，实行日调度机制，专人专班提供技术指导，加强巡回检查督导，自加压
力完成原计划2026—2030年的治理任务，将攻坚战打成歼灭战。

制度创新成为治沙“密钥”。我市全面推行“林长制”，构建四级林长制
体系，设立各级林长188人，推广应用林长制智慧信息管理系统和“巡护监
管App”服务平台，通过《林长工作提示函》提醒各级林长加强重点问题协
调解决。今年以来，市级林长带头督导工作14次，各级林长严格履职，累计
开展巡林1200余次。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推出“林长+河长+检察长”工作
机制，充分发挥叠加效应，强化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配合，形成林业生
态保护的工作合力。

科学规划是防沙治沙取得成效的基础。我市按照“以水定绿、适地适
种”的原则，科学选择本土超旱生植物，引入土壤墒情监测、泵房远程控制
系统，加大节水灌溉和智慧节水技术应用，制定节水保墒、精准灌溉措施，
为项目实施提供科学精准指导，确保成本低、耗水低，进一步降低生态建
设养护用水和养护成本，提高治理成效。

“三北”防护林工程作为国家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我市的防沙治沙
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市以国家林业重点工程为依托，对沙化、水土流
失比较严重地区进行了集中治理，相继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
理二期、甘德尔山生态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矿山生
态修复等一批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因地制宜实施了海勃湾区东山生态园、海
电生态园、乌达黑风口生态区、乌达西山等一大批林业生态亮点工程，极大
地改善了地区生态环境，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此外，我市积极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与内蒙古农业大学携手
合作，开展矿山生态修复试验研究，编制完成相关技术规范和产业发展规
划。通过覆土绿化、植被恢复等措施，昔日满目疮痍的矿山逐渐披上绿装，
生态功能得到有效修复。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市防沙治沙成效显著。目前，全市林地面积
15.04万亩、草地面积128.05万亩、湿地面积17.7万亩，荒漠化面积和沙
化土地分别从2009年的147.15万亩、53.55万亩减少到2019年的120.45
万亩、34.62万亩，荒漠化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减少”，先后被评为
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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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乌海湖迎来了大批游客，市民朱
佳乐看着眼前的美景，感慨地说：“蓝天常驻，空气清新，幸福
感越来越强！”这份幸福的背后，是乌海铁腕治污的坚定决心
和不懈努力。

为了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我市出重拳、下狠手，坚持系
统治理。突出抓好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钢铁行业超低
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库区扬尘污染整治等专
项治理工作。同时，建成大气污染精细化监管系统，利用

“空天地一体”大气监测体系，对异常排污行为进行全面感
知、精准定位、实时告警、快速管控。一系列有力举措的实
施，让我市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截至6月4日，我市
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21天，同比增加5天，优
良天数比率78.1%，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市民抬头可见更
多“乌海蓝”。

环境保护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年，我市统筹
“五区一河”（城区、园区、矿区、农区、湖区和黄河干支流）
的治理，推动生态治理从治标向治本转变，全方位打造美丽
乌海。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城区园区综合
治理方面，开展夏季臭氧污染攻坚行动，加快焦化行业改
造，清理整治建筑垃圾，确保完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目标。
在黄河干支流治理方面，扛起黄河入蒙首站的责任，统筹河
湖治理和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保障黄河水质稳定达标。
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狠抓中央、
自治区各类环保督察检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全领域加强生
态保护修复，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夏日的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宛如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举步见塘，抬头见苇，水草丰美，百羽竞翔，水吟鸟唱，到处充满
着生机与活力。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让乌海成为了候鸟的天
堂。每年春秋，大约有 6科 60多种、10万余只候鸟在乌海迁徙
过境，其中不乏黑鹳、金雕、遗鸥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几年，飞抵乌海的鸟儿从数量到品种都越来越多了，
只要静心‘潜伏’、耐心守候，就一定能用镜头定格到这些‘小
精灵’的身影。”摄影爱好者杨祥君兴奋地说。

如今，黄河乌海段水质连续 8年达 Ⅱ 类，龙游湾国家湿
地公园成为 10 万余只候鸟的“中转站”，黑鹳、遗鸥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频频现身。3月 28日，乌海与昆明联动开展

“飞越千里的春日‘鸥’遇”直播，吸引了全网327 万人次共赏
黄河明珠与滇池的生态之美，让更多人领略到了乌海的生态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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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然而，我市
却面临着水资源承载能力弱、资源性缺水严重的问题。
解决好节水用水问题，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必答题。近年
来，我市坚持以“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方针为指引，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措
施。通过拧紧“节水阀”、搞活“水市场”等一系列创新
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水文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的“水动能”。

立足极度缺水的现状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我市持续
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实施“预算+计划+定额”水
资源管理机制，对用水需求进行科学分析，对配置水量进
行细化分解、逐月调度、动态调整。通过这种精细化管
理，盘活水资源存量，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
运用市场机制进行“二次分配”，推动水预算管理乌海样
板从理念走向实践、从一地走向全国，为全国水预算管理
提供了宝贵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

我市多措并举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高效利用，
引领节水理念、制度、技术、路径、模式创新。深化水资源
市场化改革，将水权纳入市场化交易，让水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资金变投资。促成自治区首笔

“水权贷”落地并推广，累计发放“水权贷”4 笔 2847万
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在实施水预算管理的同时，我市注重促进节水宣传
与水资源保护的融合。成功举办首届黄河流域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论坛、黄河流域工业节水现场交流会等全
国性水资源工作会议，有效促进了区域间水资源管理的
交流合作。通过总结、宣传节水经验，在全社会营造了
积极活跃的节水政治氛围、社会氛围、组织氛围。

从荒漠到绿洲，从“矿区”到“景区”，我市的生态
蝶变催生了新经济。生态旅游蓬勃兴起，乌海湖、甘
德尔山等景区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来领略独特的自然风光。光伏治沙、林草产
业等绿色产业加速布局，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双赢。如今的乌海，防护林带如绿色长城环绕
城市，矿山旧址重披绿装，黄河两岸生机盎然。这座
北疆城市正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
当，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着“乌海
力量”，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这里
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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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区赛汗乌素村黄河西行客栈一景。（赵政宇 摄） 绿色矿山建设。（赵永刚 摄） 绿染湖城满目新。（赵政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