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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了解清水河县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后，记者团
一行走进清水河经济开发区，调研了该区循环经济与绿色
产业的发展现状。

记者们首先来到内蒙古天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成立于 2022 年，专注于矿物粉体基材的研
发与生产，产品线涵盖岩系、煤系高岭土粉及玻纤基材
等多元产品。

据悉，该公司年产 130万吨玻纤基材一期年产 70万
吨生产线项目于 2023年 6月开工建设，于 2023年 12月建
成投产。该生产线利用清水河县周边高岭土、石英石、白
云石、石灰石、生石灰等原材料自主研发配方进行选料，
选用国内先进的陶瓷立式辊磨，采用独特的分级分质加

多库分配均化技术，为下游天皓玻纤等相关行业提供上
游原材料。

谈及公司亮点项目，生产部部长李广何介绍道：“公司
与中建材合肥设计研究院共同投资建设的二期项目——
煤炭共伴生资源加工与综合利用年产15万吨硅铝基新材
料生产线，已于 2024年 6月开工，并于今年 2月进入试生
产阶段。该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建成了国内首条闪烧
悬浮煅烧煤矸石生产线。”该生产线采用的悬浮煅烧工艺，
显著简化并缩短了煅烧流程。其生产的偏高岭土具有高
活性、低杂质的特性，在玻璃纤维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
前景，尤其在成分优化与性能增强方面，相比传统工艺具
有显著优势。

记者团一行最后一站抵达旭阳集团呼和浩特园区。
作为呼和浩特推进“六大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工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链主”企业之一，旭阳集团呼和浩特
园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我们持续投入爱心公益事业，已
累计出资500余万元用于捐资助教、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
项目。”旭阳集团呼和浩特园区总管理部侯立静介绍。

关于未来发展，侯立静透露：“园区清水河旭阳能源有
限公司的 360万吨/年焦化一体化综合利用项目正在稳步
推进。目前，项目土地、能评、环评（一期200万吨焦化）均
已获得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总图已确
定，旭阳工程科技正在编制初步设计，计划将于 2025年 7
月底完成工程规划许可证，9月底完成施工许可证。”

经过调研重点企业，人民网实习生贾志红感触颇深：
“通过这次走访，我切身感受到清水河产业发展的蓬勃速
度与壮大规模。特别是旭阳集团呼和浩特园区实现焦化
废水零排放，令人震撼，完美诠释了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园
区的理念。”

从壮美的自然景观、显著的生态成就，到深厚的文化
底蕴，再到创新驱动的现代产业，清水河县正以文旅融合
与产业发展为双翼，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这
也是呼和浩特市完善产业格局、激发创新活力、增进民生
福祉的生动缩影。在首府“步步生花”的高质量发展征程
中，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持续提升，一幅更加壮
丽的发展画卷正徐徐铺展。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最美不过老牛
湾。”黄河与长城的相拥，大河与大山的碰
撞，造就了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的壮美景象。
九曲回环、山峦叠翠，峡谷风光令记者们惊
叹。

6月4日，记者团一行的调研首站来到了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老牛湾黄河大峡谷
旅游区。乘船穿行于碧波之上，河谷两岸壁
立千仞，河水泛着粼粼波光，耳边风声呼啸，
景色美不胜收。赭红色的岩壁和碧绿的河
水形成强烈对比，太极湾的“S”形曲线宛如
天地间最写意的水墨丹青。夕阳西下，金色

的余晖为太极湾镀上梦幻般的色彩。站在
“牛转乾坤”观景台上，黄河如一条金色的巨
龙在峡谷间蜿蜒盘旋。

北疆新闻记者李文华是土生土长的清
水河县人，从小在老牛湾长大的他，看到老
牛湾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禁感慨道：“老牛湾
既有黄河的雄浑，又有江南的秀美，难怪被
称为‘北方小三峡’。看到长河落日的景象，
让我想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句千古名
句。如今的老牛湾，景美，人更美。正是清
水河人民多少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了
今天的壮美老牛湾。”

清水河县北堡乡的苍茫群山中，青龙洞山
生态公园如同一颗翠绿的明珠镶嵌在黄土高原
的边缘。这里曾被称为黑虎山，1999年被划定
为旗县级自然保护区，2020年升级为自治区级
森林公园，完成了从默默无闻到生态明珠的华
丽转身。

5日上午，记者团一行走进青龙洞山生态公
园这座天然氧吧，沿着蜿蜒的栈道前行，挺拔的
落叶松和油松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黄芪、茵陈、
秦艽等多种中药材点缀其间，黄刺玫、虎榛子在
阳光下闪闪发亮。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背后，
隐藏着一位老人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路拴
厚，这位年过九旬的造林英雄，用他独创的“穿
鞋、戴帽、扎腰带”植树法，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山
地上种下了超6万株树苗。

讲解员陈彩霞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路拴厚带领群众，手提肩扛背树苗上山，一步一
个脚印在这座荒山上种满了树苗。如今，清水
河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131.1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31.01%。”

在清水河县东南部，明长城蜿蜒的山峦之
间，坐落着承载着厚重革命历史的老牛坡红色
文化旅游区。1937年，抗战烽火燃遍华夏大地
时，晋绥交界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老牛

坡党支部在此成立，成为引领当地革命斗争的
一面旗帜。近年来，清水河县以“红色为魂、生
态为基、文化为脉”，将老牛坡打造为集教育、研
学、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走进老牛坡红色文化旅游区，历史的厚重
感扑面而来。按 1∶1比例复原的老牛坡党支部
旧址，以 42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真实再现了当
年党支部的办公场景。土炕、瓷碗、有着岁月痕
迹的箱子，每一处细节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
苦卓绝的斗争历程。红色文化广场上的党旗雕
塑巍然矗立；长城文化展馆串联起边塞烽火与
革命斗争的时空对话；四公主德政碑广场则诉
说着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

行至此处，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达日罕
感触颇深：“此行我们领略了黄河的壮美、老牛
湾落日的绝美风光，聆听了清水河路拴厚老人
扎根基层，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感人故事，内
心深受震撼。通过深入探访当地的历史文化
与文旅发展，我们对清水河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以笔为
媒、以镜头为介，真实、客观地记录和展现清水
河乃至呼和浩特市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取
得的新成就、新变化，助力提升城市的对外传
播力和影响力。”

自然造化，黄河之畔的鬼斧神工

文化根脉，黄土高原上的历史回响

6月4日至5日，由呼和浩特

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的“一路

生花——媒体看青城”活动（第

六期）举行。来自中央、自治区、

市、旗县区四级媒体以及自媒体

的记者深入呼和浩特市清水河

县走访调研，见证了其自然景观

的壮美、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现代

产业的蓬勃。

产业新生，循环经济绿意澎湃

老牛湾

青龙洞山生态公园

神牛广场

“牛转乾坤”观景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