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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奔流天地阔
驭风搏浪弄潮时

——呼和浩特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本报记者 刘军 苗青 刘丽霞 武子暄 刘沙沙 实习记者 若谷

在和林格尔县白二爷沙坝，昔日黄沙漫
漫、寸草不生的万亩大沙丘，如今被超七成
的植被覆盖；在武川县的多个乡村，曾经光
秃秃的荒野如今草木繁盛；在托克托县的黄
河沿岸，昔日的荒山荒坡现在变成了葡萄
园、果园……

呼和浩特将防沙治沙作为首要任务，
“十四五”期间，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
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新城区、赛罕区7
个旗县区，采取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
育林、森林抚育、人工种草、飞播种草、退化
草原修复、围栏封育，以及与水务部门共同
实施的小流域治理项目等措施开展防沙治
沙工作。

2021—2024年，呼和浩特各旗县区累计
完成防沙治沙面积 70.3872万亩，超额完成

“十四五”规划的 57万亩任务，完成率达到 123.49%。
随着一个个防沙治沙项目的实施，呼和浩特的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持续呈现“双
提高”，荒漠化和土地沙化实现“双缩减”态势。

防沙治沙项目的实施使生态环境得到显著修复和
提升，同时也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过去我们这里是一片沙地，沙尘暴刮起来天昏
地暗。后来国家开始实施防沙治沙工程，沙地里种上
了果树、沙棘、柠条。很多村民还种了葡萄树，大力发
展庭院经济。村里的生态环境变好了，也有了狍子、
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乡村旅游火了起来，吸引了
许多游客前来游玩。”托克托县郝家窑村村民张先生
高兴地说。

在呼和浩特黄河“几字弯”生态攻坚前沿，有许许
多多治沙先锋用青春和汗水为防沙治沙工作默默奉
献着、耕耘着。92岁全国劳模贾登科家族三代人开创

“石缝造林”奇迹、和林格尔县的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
人刘平杰投身南天门林场，开启治沙征程……多年
来，这些治沙人用躬耕不辍诠释了对防沙治沙的努力
和坚持。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腾不息，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呼和浩特，这座位于黄河

左岸的城市，黄河干流流经其境内102.5公里，全市超过90%的区域都处在黄河流域范围。

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呼和浩特深刻领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

家战略的深远意义，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关键指引，积极探索、稳步推进，努力在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奏响了一曲激昂的发展乐章。黄河“几字弯”沿线城市主流媒体共同

打造的“共守一河水 同添一片绿”黄河“几字弯”跨区域媒体联合报道，生动鲜活地展现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取得的新经验、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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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20年，我们完成了‘三北’工程第二
阶段五期工程建设任务共计 475.4万亩，主要
营造的林种是农田防护林、水土保持林、防风
固沙林。使用的造林乡土树种包括杨树、樟子

松、油松、落叶松、柳树、榆树等。”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工作
人员介绍，呼和浩特以林长制为抓手，推动“三北”工程六
期林草建设任务落地实施，采取林长定期调度、包片督促
指导、“订单式”科技下乡等措施，确保项目施工规范。

在规范“三北”工程项目管理上，呼和浩特在项目实
施初期抢抓造林黄金时节，加快春季治沙造林进度；在项
目实施中期印发一系列政策文件，为项目实施提供准则
和指引；在项目实施后期，制定中央预算资金“报账制”、
风险防控工作方案、档案管理办法等。2024年，呼和浩特
提前6年完成了“三北”工程六期的建设任务。“三北”工程
实施后，呼和浩特项目区内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得到有
效治理，森林植被得到快速恢复。

今年，市林草局将对“三北”工程重点在巩固提升上
下功夫，实施“精准提升”行动。重点实施好大青山沿线

“生态绿带”9.75万亩管护工程；完成“三带一区”（灌木
带、花带、景观带和补植补造区域）3500亩的采伐更新和
提质增绿工程 ；实施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北坡绿化提升
改造项目，补植补造苗木 3.9万株；实施和林格尔县盛乐
经济园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完成乔灌木林改造和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4702亩；实施赛罕区退化林更新改造项目，
清理“三北”退化林修复区域枯死树3万株。

今年端午假期，57岁的任秀清
在自家小院忙碌着，笑容满面地迎

接一拨又一拨客人。12年前，托克托县
郝家窑村村民任秀清在自家窑洞摆起 7张
饭桌，成为托克托县第一批农家乐经营
者。如今，她的农家乐已扩展到15个房间，
年收入突破 30万元。站在观景台远眺黄
河，她身后的村庄房前屋后绿意盈盈，曾经
风沙肆虐的荒坡已被经济林覆盖。不远
处，连片的鱼塘倒映着天光，游客们在葡萄
架下举起酒杯——这是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中生态产业化的生动缩影。

面朝黄河背靠山梁，郝家窑村曾因生
态脆弱陷入发展困境，独特的气候本适宜
种植葡萄，但昔日肆虐的风沙让农作物成
活率不足三成。变化始于沿黄生态走廊的
建设。近年来，托克托县累计实施8万多亩
生态林工程，在郝家窑村周边建成绿博园、
经济林基地。土层稳固住了，葡萄品质显
著提升，“皮薄汁甜”的托克托县葡萄逐渐
赢得市场。

“游客春天摘草莓，夏秋采葡萄，冬天
吃黄河鲤鱼。”郝家窑村驻村第一书记金波

波指着连片的鱼塘介绍，村里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
资源，开发采摘体验、黄河观景、窑洞民宿等特色项
目。“如今农家乐有 60多家，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人
均年收入超3万元。”金波波说。

黄河向南流经清水河县，在晋陕蒙大峡谷起点处
形成地理奇观——老牛湾。这里的长城遗址与黄河峡
谷“握手”，曾被联合国专家评价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
谷之一”。2024年12月，老牛湾成功获评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全力推动老牛湾、太极湾、城湾片区建设，实
施完成42个景区软硬件提升工程。2024年，景区接待
游客人数达 78万人次，同比增长 158%。村民从外出
打工变为经营游船、开民宿，收入增长10余倍。

距老牛湾10公里处，新窑上村的荒山变身为2500
亩的冰棠庄园。红彤彤的海棠果压弯枝头，工人们正
将新鲜山楂送入深加工车间。

“这里过去是连草都不长的硬梁地。”内蒙古博煜
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博介绍，企业租用荒山后，
栽植各类经济林8万余株，建成海红果种植区、观光采
摘区、禽类养殖区、休闲旅游接待区 4个特色功能区。
产业链延伸让农产品价值倍增，海棠果酿成酒，沙棘制
成化妆品，黄芪开发出药茶。庄园年用工 2000余人
次，村民户均增收3万至4万元。

在黄河“几字弯”的攻坚战中，呼和浩特以“一棵海
棠树”的坚守、“一群治沙人”的执着，奏响了生态修复
与乡村振兴的“绿色交响曲”。这里的故事证明：当黄
沙退去、绿意蔓延，黄河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百姓致
富的“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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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呼和浩特坚持量水而行，坚定不移、
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统筹推进水资源、
水生态、水灾害治理，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漫步大黑河畔，
感受生态巨变。大黑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水务局通过开展河道整治、堤防
加固、景观绿化等综合整治工程，使大黑河城区
段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同时利用再生水形
成碧波荡漾的景观水面，创造出良好的水景观。

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呼和浩特
坚持节约优先，推进全社会节约用水，2024年万元
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29%，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34%，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达0.648，较2020年提升0.8个百分点。

今年，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收集城区上游施工降水，经管网引入南湖公园湿地进
行持续补水，目前已累计完成约60万立方米补水。

“为把自然来水用得好、留得住，我们协同大黑河上游
盟市水库，延长放水时间，日均来水量达8.5万立方米，使呼
和浩特的水源补给和水生态补给能力显著增强。”呼和浩特
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环境公司副总经理乔瑞
龙表示，公司通过整合各类非常规水源、冰雪消融水和大黑
河源头水作为大黑河生态补水，效果良好。

2022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先后入选国家典型地区再
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
全国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名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
再生水管线 400余公里，建成绿化、市政杂用取水点 245
处，二环沿线基本实现了管线连通，并向周边工业园区辐
射。2024年，呼和浩特再生水利用量较2021年提升约13
个百分点，提前 1年达到国家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
试点城市的建设目标要求。

为强化水生态保护治理，呼和浩特深入落实河湖长
制，“十四五”期间，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12.37万人次、
27.45万公里，河湖“四乱”问题动态清零。全面完成托克
托县黄河滩区596户、1489人搬迁安置工作。

水土保持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 5月 30日，武川县淖尔梁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2000
公顷。“十四五”期间，呼和浩特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面积 1479 平方公里，全市水土保持率从 2020 年的
57.91%提升至 2023年的 61.84%，位列内蒙古自治区黄
河流域各盟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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