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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绿了，山脚下的村庄美了，村里的村民富
了。

“如今党的政策好，我们的日子也跟着越来越
好。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
高兴和自豪。”这是居住在大青山脚下的村民们的心
里话，家乡的变化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日子
自然越过越甜。

“踏遍千山万水，只为心中最美的日出。”2023
年的这个热搜，让大青山脚下有着近 200 年历史的
古老村庄水磨村火爆全网。

“以前咱们山上啥也没有，光秃秃的，风大了还飞沙
走石的，怪吓人嘞。撂荒地更是一片连着一片。”水磨村
村民李永刚回忆起过去，感慨良多，“随着大青山生态的
不断修复，山越来越绿，游客也越来越多。后来村里人
才知道，我们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网红’了，好多外地
游客都会来我们村看青山、爬青山。咱们祖祖辈辈当农
民，谁想到会有一天端起了‘文旅’的金饭碗。”

大青山的生态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村里各
色产业层出不穷。村里的民宿一间接着一间地开，有
的主打静谧安详、悠然自在，有的主打亲近自然、亲子
共游，有的则主打拍照打卡。

“村里的产业越来越多，我们村民的钱包肯定是
越来越鼓。”李永刚笑着说，“我们村里人再也不是靠
天吃饭的受苦人喽。”

把家乡近些年变化看在眼里的，还有新城区保合
少镇面铺窑村的石红梅。她放弃了在城里的事业，回
到老家来创业。

“我在城里也是做餐饮的，2023年回村发现我家
门前修了一条通往圣水梁景区的‘彩虹路’，我跟儿
子、儿媳一合计，就决定把城里的饭馆关了，回村办民
宿。”石红梅笑着说，自己这是“落叶归根”。

“我想家了，不想再做没有根的浮萍，但是也不会
仅仅因为这个就回来，毕竟一家人也要吃饭生活。”石
红梅一边算着账一边说，“我们的小院 2024年初开始
营业，干了一夏天基本就把我们在城里干一年的钱赚
回来了。除去房租的开支，还节省了不少雇人的费

用，我们的收入并没有因为回村而减少，反而多了不
少。”

“今年我们民宿的名气还没打出去，我想明年我
们能比今年更好。山上风景越美，我们的收入只会越
来越多。”在石红梅的计划中，她的儿子、孙子都会像
她这样爱上大青山这片充满着生机与希望的热土。

和石红梅一样，带着对大青山的情怀和对大青山
前坡各村发展的信心，90后小伙张学强也选择了回到
家乡甲兰板发展。

张学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虽然在城里打工的他
和妻子每年能收入几万元，但是除去房租、水电、交通
等费用，他们俨然就是大家口中的“月光族”。回村打
工后，房租省了，交通费用也省下来了，既照顾了年迈
的双亲，又节约了许多开支，一年存个五六万元没问
题。让张学强有信心有底气回村发展的根本原因是
呼和浩特以生态为魂、旅游为核，形成的一条独特的
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2023年
10月，新城区被正式授牌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恼包乡村全季旅
游、水磨大青山健身步道、甲兰板马头琴草原文化
产业园……在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带动
下，一个个“网红村”美得各有特色。

“我们选择在甲兰板运营露营地，就是为了这片
绿水青山。”甲兰板村云端小镇露营地运营负责人王
强说道，“在这里人与自然相处融洽、和谐，我们可以
看到野兔在敕勒川草原上奔跑，可以见到马儿在大青
山脚下悠闲地吃草，就好像 1∶1还原了那首广为流传
的《敕勒歌》。”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彰
显的是中国历史长河所沉淀的生命之道、生态智慧和
人文精神。

也正因如此，以绿为底、点绿成金的故事在大青
山下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频频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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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大青山层林尽染，姹紫嫣红。从空中俯瞰，犹如打翻了的调色盘，各种色彩交织辉
映、雄浑壮观，令人迷醉。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秃山，在一代代青城人的不懈努力下，
竟变成了如今“万里蓝天白云游，绿野繁花无尽头”的万亩林海。

为切实恢复大青山“山上、山下”绿色生态屏障功能，呼和浩特启动实施了“三北”防护林、
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并在大青山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了大青
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生态治理面积的不断增加，彻底改变了大青山的生态状况。

实践，书写了厚重答卷。时间，见证了大青山的美丽蝶变。

历史上的大青山曾经林茂草丰、河水长流，《归绥
识略》把大青山形容为“画屏森列”。可随着长期采矿
和过度放牧，树木萧瑟，河水断流，风大时，这里就成
了巨大的“扬尘器”。曾经的盛景满目疮痍，只剩下一
片荒郊野岭。

为重现百年前的“画屏森列”，让生态破碎的疤痕
痊愈，让青翠漫山遍野，呼和浩特以“三北”防护林建
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为依托，深入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通过实施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
治理工程，不断提升首府生态能级，筑牢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

走进新城区保合少村的“三北”防护林，新城区应
急指挥中心救援大队队长郭瑞明正带着队员们在进
行林区日常抚育管护。这片 2000亩的林区是呼和浩
特 20世纪 80年代初第一期“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成
果，经过 40余年用心尽责地抚育，种下的油松、樟子松
等幼林已长成郁郁葱葱的林海。

“大青山上的防护林是我外公外婆当护林员时种
下的，后来舅舅和我也回到大青山，成为守护这片青
山的‘卫士’，承担起了护林和应急救援的工作。”救援
大队 90后队员张强说起这片林海时，笑称这是从祖辈

“传”下来的责任。
如今，守护好这片北疆林海依旧是呼和浩特生态

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哈拉沁生态公园及其外围的道路上，人们三五

成群，驻足赏景。“听很多朋友说过现在的哈拉沁生态
公园建设得很好，但一直没时间来看看，刚好最近有
外地朋友过来，也带他们领略一下北国风光。”正在游
园的市民张女士感慨，大青山前坡如今“脱胎换骨”的
变化，使得她们这些“老呼市”人都惊叹不已。

来到哈拉沁生态公园必然要看看公园里面的沙坑
改造景观，大家都想目睹一下昔日的大沙坑蝶变成公

园的美景。
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区分局副局长曲耀强告诉记

者，哈拉沁生态公园原址是块采沙地，取沙后形成了
沙坑，生态环境恶劣，污染企业多。大青山前坡生态
治理后，这里因地制宜改造成了沙坑景观。“从 2013年
开始，新城区委、区政府便对前坡的一些企业进行集
中整治，先后拆除取缔了混凝土搅拌站、畜禽养殖场、
木器加工厂、水泥制品厂等污染企业，清除后在空地
植树种草，进行综合治理。经过几年的改善提升，基
本形成青山掩映、绿水环绕的环境。”曲耀强说。

现在，当人们再次走进这里时，沙坑已经被建成拥
有人工湖、景观平台、木栈道、凉亭外加 120余万株苗
木的下嵌式生态公园，可谓景象丰富、野趣盎然。

哈拉沁生态公园的蝶变只是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
综合治理工程的一个缩影。

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于 2012年启
动，北至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南界、南至京藏高速公路，
总面积约 150 平方公里，其中，新城区占 127 平方公
里。

12 年来，大青山前坡新城区段全力优化生态环
境基础建设，修复退化草原 1.5 万亩，改造国土生态
绿带 4.1 万亩，累计义务植树 125 万余株，建成敕勒
川草原、5万亩雅玛图森林公园、哈拉沁生态公园等
生态保护绿化工程项目，大青山前坡 80%的土地实
现了生态绿化。

林草覆盖率的提升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使得生
态系统自循环能力得以恢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环颈
雉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红隼、野兔、狐狸等许多
久违的野生动物回归草原。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大青
山区域林地面积达 142.2万亩、草地面积达 171.45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50%以上。大青山已然成为呼和浩特

“绿肺”和北方天然生态屏障及区域性的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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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的东北部，大青山就像是一条项链，点缀其上的各
处景观如同珍珠一般璀璨耀眼，其中最美的当属敕勒川草原这颗

“明珠”。不少远方的游客都是因为它而爱上了呼和浩特。
“在做来呼和浩特旅游的攻略时，就决定一定要到敕勒川草原

玩一玩。本以为就是普通的草原，骑骑马、拍拍照就没什么了，没
想到这里好玩的这么多。”为了庆祝考上理想的大学，南宁姑娘王
倩倩跟好朋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呼和浩特。“不虚此行”是她们对
呼和浩特最高的评价。“来敕勒川草原很方便，坐公交车就到了。
吃的、玩的、逛的一应俱全，我们本来想在这儿拍照打卡后就走
的，可是我们已经来了一上午了，完全没逛够。”最让王倩倩意外
的是敕勒川草原各处的打卡地标，不仅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还很
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草原上，化着精致妆容、身着民族服饰拍照的游客随处可见，
蓝天、白云、草原和蒙古包成了他们的最佳拍摄背景。大家在草
原上骑马、射箭、跳舞，感受草原文化魅力的同时，将草原的韵味
和自己的身影也定格在了镜头中。

2024年盛夏，在呼和浩特定居了 18年的白俄罗斯人奥莉佳迎
来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亲人。“我带他们去敕勒川看草原，去水磨村
围炉煮茶，去九龙湾玩漂流，还去大青山上看了日出。”奥莉佳告
诉记者，去年大学生凌晨“爬大青山看日出”火爆全网的时候她就
想来了，因为工作原因没有来，今年补上了这个遗憾。

“还记得我刚来呼和浩特的时候，每到春季大风天，市区都会
漫天黄沙，更别说有什么绿水青山了，想看草原都要去其他盟市
才行。”谈起呼和浩特的生态变化，奥莉佳竖起了大拇指，“也正是
因为呼和浩特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才让
我更加坚定了留在呼和浩特的心。”

生态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印证了呼和浩特“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经济发展准则。围绕敕勒川草原，以大青山前坡生
态绿带为轴线推进生态样本存储空间、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科
技旅居等项目建设，持续丰富区域科普教育、商贸会展、精致露营
等文旅业态，助推“生态+农业+旅游”融合发展，高标准打造敕勒
川草原景观文化旅游带，促进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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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沙沙/文 王劭凯/图

敕勒川草原

水磨村

草原湖泊相映成趣

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