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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
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
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
障。”2023年 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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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讲话，发
出了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的动员令。

在乌海，一道绵延不断的绿色长城正
被构筑得更加牢固——

2024年，我市全面打响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实施库布其—毛乌素沙漠沙化地
综合治理项目、“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
保护修复项目，提前完成“三北”工程六期
规划期内全部治理任务。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自建市初
期起，我市逐绿前行的脚步从未止息，须臾
未曾放松。

制度固本
生态治理“立”标尺

我市地处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和毛
乌素沙地交会处。曾经，风沙危害不仅制
约生产生活，更制约经济发展。1978年，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我国西北、华北北部
和东北西部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的重大
决策，揭开了我国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和
生态治理修复的序幕。

我市以对历史负责、现在负责、未来负
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代接着一代干。关
于防沙治沙的探索，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2021至 2023年，我市自发完成人工
造林978.6 亩、人工种草1700亩，续写从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乌海答卷。
2024年，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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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实
施黄河“几字弯”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加
快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
推动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林业生态建设取
得新成效。

我市组建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全市
推进“六个工程”工作专班及防沙治沙和风
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专项组，印发《乌海市黄
河“几字弯”攻坚战实施方案（2024—2030
年）》，制定《乌海市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造
林技术措施及苗木质量管理的指导意见》，
成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项目技术指导小
组，为科学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提供基础保障。

以系统思维谋全局，以久久为功抓攻
坚——荒漠化治理既需战略定力，又需实
践智慧。

我市与巴彦淖尔市、包头市、鄂尔多
斯市、阿拉善盟签署《内蒙古自治区“三
北”工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域联防联

治合作协议》，建立深化合作、区域联动、
齐抓共管的联防联治机制，打破行政区域
界限，协力推进“三北”工程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五盟市交界区域生态治理。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挥棒，我市系统性
出台《乌海市绿化成果长效巩固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林草生态建设贯彻落实“以水定
绿”工作的通知》《乌海市2025年推进草原
禁牧工作实施方案》等，为林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我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督促各
项目实施单位开展‘回头看’工作，严格按
照规范开展种植区后期管护、养护，及时进
行补植补造、鼠兔害预防，持续巩固提升治
理成效。”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辛虹说。

强力攻坚
生态修复“织”绿网

空中俯瞰金沙湾南侧，桀骜不驯的流
沙被一个个草方格紧紧“锁住”，绿色植被
点缀其间；

乌达西山林业生态工程极大改善了地
区生态环境，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统一；

海南区拉僧庙镇退化林修复项目现
场，一株株2003年就种植在这里的梭梭经
平茬后“重获新生”，生长旺盛；

……
近年来，我市统筹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非沙化土地生态修复、矿区周边生态修复
和现有成果巩固，逐个项目制定时间表、责
任表，并自加压力提前完成“三北”工程六
期规划期内全部治理任务3.881万亩，全力
把荒漠化治理“攻坚战”打成“歼灭战”。

一系列显著成效，印证着我市推进荒
漠化综合防治的坚定步伐。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我市林草植被
面积不断增加，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持续
缩减，沙化程度持续减轻。生态系统质量
提升、稳定性增强。据自治区荒漠化沙化
土地监测报告显示，我市实现荒漠化面积
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我市在开展以
防沙治沙为主的生态建设时，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发展林业产业，拉动了我市以葡萄
为主的林沙产业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机场路沿线已发
展成为连片生态农业旅游综合性园区，曾
经的流沙区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

社会效益显著增强——我市在遏制土
地沙化、重塑生态系统的同时，将生态与产
业深度融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打造了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龙游湾
国家湿地公园、金沙湾沙漠公园等主题生
态旅游区。同时，将葡萄种植基地和农田
防护林有机结合，推动农区生态环境改善
和产业发展。

“我市依托各类林草工程建设，有效控

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促进天然植被恢
复，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生长环境，生物多
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同时，坚持生态修复与
人居环境改善并重，加快构建绿色生态屏
障，让市民共享生态福祉。”市自然资源局治
沙造林和种苗管理科工作人员史益说。

科学治理
因地制宜“开”良方

6月5日，在甘德尔生态治理区，蒙古
莸、四合木、绵刺等植物深深扎根，生机勃
勃，这些有着乌海“本地基因”的植物，正为
我市荒漠化治理开出独特“药方”。

“荒漠化治理是一项难度高、投资大、
周期长、见效慢的系统工程，我市从干旱少
雨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适地适树’原则，
采取差异化防沙治沙模式，合理配置林草
植被类型和密度，广泛选用耐干旱、耐瘠
薄、抗风沙的乡土树种、草种，推进形成适
应乌海地区水热条件的、稳定的植被种
群。”史益说。

防沙治沙无法一蹴而就。我市统筹当
前与长远，以辩证思维开展科学治理。

按照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思路，我市
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坚持“以水定绿、
适地适种”，科学选择乡土植物开展造林绿
化，加大绵刺、霸王、蒙古莸等本土苗木的培
育力度，降低防沙治沙成本。同时，对部分
具有育苗能力的建设单位，鼓励自主育苗，
努力实现效率、经济、质量协调统一。

“这几年我们不断攻克难关，积极培
育、驯化乌海乡土树种、草种，在补植补造
中优先选用耐旱耐寒、抗逆性强的霸王、梭
梭、蒙古莸等苗木。”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
务中心副主任韩春荣说，“土生土长的植物
对我市生态环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其构
建的植物群落具有高度稳定性，它们中的
很多在栽种后除了第一年需要浇水抚育
外，从第二年开始基本靠‘雨养’，能够长期
发挥生态修复功能。”

我市抽调林草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组
建3个课题小组，专项攻坚乡土植物繁育
驯化，通过政府引导、部门配合、企业投
入等方式，建成乌海市珍稀植物保护繁
育基地。“我市成立了半日花、绵刺繁育
和移植课题组，选育抗旱先锋植物课题
组，四合木太空种子和锦鸡儿属研究课
题组，推动四合木、半日花、绵刺、蒙古扁
桃、沙冬青等孑遗和珍稀植物繁育、迁地
保护工作，并将它们有效运用于荒漠化治
理工作中。通过‘宜林则林，宜荒则荒，灌
草结合，以水定林’的方式，持续巩固绿
色、扩大绿色。”辛虹说。

发展不止步，奋斗无穷期。
如今，让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绿色乌海，不仅向人们展现了
多年来乌海人向往的绿，也彰显着乌海人
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三北精神”。

在黄河乌海段构建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持续
推进湿地修复与水岸系统治理、加强候鸟栖息地建
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黄河乌海段和
乌海湖实施系统性生态治理，城区生态宜居水平明
显提高，黄河湖区及干支流生态功能持续增强。

水岸共治“一盘棋”

6月6日，微风轻拂乌海湖面，泛起层层涟漪，
市民周丽正和女儿在湖边拍照。“乌海湖越来越美
了，这几天岸边的花儿开得正艳，湖面上总有水鸟
掠过，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周丽说。

像周丽一样，越来越多的市民把乌海湖当作休
闲放松的好去处。清晨，人们沿湖慢跑，呼吸新鲜
空气；傍晚，散步的市民三三两两，在夕阳下闲聊赏
景。乌海湖，已然成为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美
丽样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近年来，我市坚决扛起黄河入蒙首站首责，全
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统筹推进水资源节约、
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水污染防治、水安全保障

“五水共治”，进一步加强黄河乌海段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有效促进人水协调、城
水相宜、产水相适。

在乌海湖东岸，环湖园林景观别致优美，吸引
多种珍稀鸟类在此栖息；在乌海湖西岸，樟子松、云
杉、卫矛、胡杨等树木苍翠挺拔，于乌海湖和乌兰布
和沙漠间竖起一道“绿墙”，在防风固沙、阻止乌兰
布和沙漠侵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市水土保持工作站在乌海湖东西两岸分别设
置水土保持监测点，定期取样并分析比对数据，对
不同侵蚀类型区的水土流失动态、水土流失因子等
进行监测，并依照分析结果制定和采取河床清淤等
治理举措。“近几年乌海湖东岸的水土流失数据明
显降低，说明我市实施的水土保持治理工程和相关
措施，对减缓乌海湖治理中的风力侵蚀作用效果明
显。”市十七公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示范园工作人
员徐云山说。

乌海湖是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区域。近年来，
我市坚持水岸共治“一盘棋”，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治理，实现内外共治、
标本兼治、治补并举。

今年，我市启动乌海湖库区清淤和矿区生态修
复一体化治理试点工程，着力推动湖区矿区协同治
理。同时，持续开展区域环境大气治理、土壤治理
等工作，坚持不懈改善河湖水环境质量。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
系的有机链条。我市坚决扛起黄河入蒙首站首责，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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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河排口“查、测、溯、治”。同时，坚持以水定绿，合
理规划国土绿化空间，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乌海
湖生态环境治理。

我市还建立了“河长+检察长+警长”、部门联动
协作长效机制和全面推行河长制局际联席会议制
度，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河湖保护专项行动，做到每条
河都有人管、有人护。“除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黄河
乌海段巡护外，许多市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宣
传河湖保护和爱鸟护鸟知识，共同守护美丽河湖。”
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支队长刘殿英说。

多维守护“生态圈”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黄河乌海
段的水光中，映衬着最公平普惠的生态福祉——

在乌海湖边、在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白鹭、长腿
鹬、赤麻鸭、斑嘴鸭等自由嬉戏，它们时而快速扎入水
中，时而直飞冲天，惊艳着来不及拍照的游人。这里，
不仅有鸟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动物栖息，
更有乔木、灌木、半灌木和草本植物繁茂生长。

如今，黄河乌海段已成为我国中西部重要鸟类
迁徙栖息和两栖类、鱼类等生物生存繁衍的理想场
所，河流、山川、大漠、湿地等地貌孕育着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

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红线人类
活动本底调查，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多措并举凝聚
起河湖保护、治理、管理的强大合力。市林业草原
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
员黄苏雅说：“我市相关部门在黄河乌海段重点区
域24小时巡护，对河湖、湿地进行科学保护和管
理，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河湖环境、伤害过境候鸟等
违法犯罪行为，努力让更加优质的河湖生态环境带
给市民更多幸福感。”

绿水青山映初心，美丽河湖惠民生。我市以生
态笔墨续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让幸福底色更亮、文
明成色更足。

统筹“五区一河”治理之打造优美湖区系列报道②
从“一泓碧波”到“全域生态”

本报记者 曹艺

攻坚之路 生态新程
——我市提前完成“三北”工程六期规划期内全部治理任务

本报记者曹艺文/图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
题是“美丽中国我先行”，旨在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支
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我市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乌海建设布局全面展
开、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污染防治攻坚成效显
著、生态保护修复扎实推进，一幅幅自然、和谐的画
面，记录着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生态之美。

时下的乌海，天蓝水清，绿染山间。主题公园、
街头绿地串起市民幸福“生活圈”；黄河乌海段水清
岸绿、候鸟翩跹；城区、农区面貌焕然一新，蓝天白
云触目可及；绿色交通体系日臻完善，低碳出行成
为风尚……生态之美，正托起市民满满的获得感和
厚重的幸福感。

“乌海生态环境的改变是能实实在在看得见
的，树多了、鸟儿多了，身边的绿意一年比一年浓，
走在街上就像在公园散步。”市民朱祺说。

我市不断满足市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
努力让绿水青山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今年截
至4月30日，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
增加5天，6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同比大幅下降，其中，
二氧化硫浓度下降 21.7%、二氧化氮浓度下降
20.7%、臭氧浓度下降 5%、一氧化碳浓度下降
13.3%、PM10浓度下降18.9%，PM2.5浓度下降20%。

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循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抓好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
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品
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初夏，乌海林业人、园林人精心抚育苗木、拓
展“绿色”空间，乌海大地编织起一张越来越密的

绿色生态网。
不仅有生态之“绿”，我市更有发展之“绿”。
甘德尔山深处，乌海抽水蓄能电站争分夺秒建

设，一颗“绿色心脏”蓄势待发；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持续推进，一座座矿山“身披绿装”；各企业加大绿
色转型力度，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
进……我市抢抓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机遇，立
足工业基础雄厚、周边园区集中和风能光能储能资
源丰富的优势，不断增“绿”聚“能”，努力在生态与
发展、美丽与富裕中实现共赢。

对于有限的资源，我市坚持总量管理、科学配
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

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
生态量水而行、水资源“预算”管理……通过开源、
节流、挖潜、布水网、建机制等方式，我市向节约用
水要空间、向集约用水要发展，走出了一条乌海特
色的水资源节约集约之路。

2021至2024年，我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水
污染物达标率从98.1%上升至100%，园区污水处
理厂水污染物达标率从99.1%上升至99.9%。黄河
乌海段水质连续8年保持Ⅱ类。我市获评全国首
批水预算管理市域试点城市。

土壤环境保护方面，我市狠抓中央、自治区各
类环保督察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领域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全面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控，确保全市
无受污染耕地。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100%。

生态文明建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我市将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美丽乌海建

设，逐“新”逐“绿”，努力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人民。

美丽乌海 可感可及
本报记者曹艺

绿水青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
绿水青山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绿水青山不仅可以为市民营造舒适的生活空

间，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近年来，我市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领域和突出

问题，先后实施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美丽
乌海生态环境提质行动、统筹“五区一河”治理等举
措；同时，积极培育绿色产业新业态、发展低碳循环经
济——这些良治善策，体现出我市全力以赴推动生态
保护与绿色发展良性循环的决心与行动，使我市取得
黄河乌海段水质连续 8年保持Ⅱ类、成功入选全国首
批水预算管理市域试点城市、空气质量创下四个“历
史最优”、成功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等佳绩。

佳绩，既是对全市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守护绿水
青山的肯定，也是催促全市干部群众再接再厉，让山
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景更美、人更富的出征号。

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景更美、人更富，需
要我们用心呵护绿色。从参加义务植树种下一棵

棵小树，到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再到做
好垃圾分类、坚持低碳出行……事儿虽小，但集腋
成裘，聚沙成塔，如果人人都能成为守护绿色的参
与者、倡导者，把守护绿色融入生活日常，那么就会
为城市添上数笔“绿色”。

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景更美、人更富，需要
我们用“行”厚植绿色。要坚持精准施策，盯紧短板弱
项，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要聚焦重点
领域，系统推进“五区一河”治理，统筹抓好精品城区、
生态矿区、绿色园区、美丽农区、优美湖区建设以及黄
河干支流保护，推动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改善。

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景更美、人更富，需
要我们用“新”书写绿色。要扭住治本之策，以产业
低碳转型培育绿色动能，突出科技创新支撑，重点
招引科技含量高、核心竞争力强、成长潜力好的优
质企业项目，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提升经
济的“绿色含量”增强经济的“价值含量”。

绿水青山，需共同守护。守护绿水青山既是我
们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也是我们泽被子孙后代的
责任。只要我们以更真的情怀、更大的责任、更强
的力量，守护好绿水青山，就定会为子孙后代留下
永续发展的“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 需共同守护
◇ 王颖

管护树木。人工培育的蒙古莸。

绿进沙退绿进沙退。。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