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污除根 打造绿水青山的优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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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最稀缺的资源，生态是最宝贵的财富。近年来，

呼和浩特瞄准绿色、低碳，创新思维、路径，坚定不移走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用心治理、

精心呵护，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力

度，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环境更优美，奏响新时代的

绿色发展进行曲。

清晨，市民群众来到青城绿道（小黑河段），热身、起跑。这里，绿道依水而建，一侧的树木高低错
落，形成大大的“遮阳伞”，行人穿梭其间，倍感清凉；阵阵微风掠过水面，吹起浅浅的水波，捎来一份
清爽，让晨练者的步伐更轻盈。

沿绿道一路前行，时不时总能见到一个又一个小花境，红的、粉的、黄的、紫的，一朵朵小花在青
草、绿树间绽放。

走进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桃花苗圃，在技术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天竺葵、木茼蒿、天门冬、银叶
菊、小丽花、鲁冰花、马鞭草、彩叶草、石竹、火炬花、金鱼草、大高飞燕草、非洲万寿菊…… 百花齐放，
成为首府城市园林建设的“花卉储备军”。园林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育花温室利用智能化技术，保证
了花卉生长所需的采光、温度、湿度、营养等关键要素；同时，对我市数字园林精细化管理平台中的

“花卉出入库”模块进行更新完善，调整花卉的棚号、品种、数量、规格、颜色、栽植地以及运输车辆信
息等基础数据和填报内容，实现育苗单位与用苗单位线上申请核销、无缝衔接出入库信息，做到出圃
有记录、栽植有地点、养管有依据，而且，直观、全面、实时更新花卉基础数据库，精准进行供需匹配，
实现了花卉精细养护与智慧管理完美结合，让一株株花卉走出苗圃。

一路闻着花香，不知不觉间已到新城区团结小区游园内，左一处，右一处，大大小小的花境让小
小的游园生机勃勃。跳舞的、唱歌的、玩空竹的、坐在树荫下唠家常的，勾勒出周围居民日常休闲画
卷。说起这个小游园，人群中，石玉莲大娘感慨到：“家门口有这么一个赏心悦目的大花园，真好！”

这几年，这个小游园，整合了原有的绿化空间，增加了不少活动设施，梳伐并清理了长势较差的
乔木、灌木和地被，同时，补植了开花的、有颜色的、耐阴的地破与草坪，建起了疏林草地和花境景观。

持续推进老旧公园改造提升工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受益的不止团结小区这一处。
修缮满都海公园、公主府公园等存量公园基础设施，提高绿地服务游憩功能；依托口袋公园建设

基础，结合街心花园、转角绿地建设，多途径盲区增绿；抓牢旧区改造、区域功能提升契机，见缝插绿，
逐年通过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拓展公园绿地复合服务功能，激活公园绿地街区活力，满足居民
休憩需求；不断从结构性与均衡性出发，逐步达到绿地总量提升、布局均衡、人人可感的公园城区绿
地布局，让美丽的首府向生态园林城市迈进。

从 2020年起，我市开始谋划生态绿道建设，通过前期与国内外知名专业团队进行合作，因地制
宜、科学统筹，编制完成了《呼和浩特市绿道系统规划》。同时，选取小黑河城区段等处，先行建设青
城绿道示范段，旨为百姓提供更多绿色、开放、舒适的休闲活动空间。

2021年，按照“依山而行、傍水而憩、穿林而游、踏草而嬉”的设计理念，以滨水型、公园型、郊野
型、山地型、社区型、草原型绿道分类，搭建生态廊架，构筑生态廊道，盘活城市绿地整体经脉。这一
年，建设完成了220公里高品质的城市绿道，居全区绿道首位。

2022年，依托大青山浅山区、大、小黑河水系生态带、城市道路绿廊系统和全域综合公园体系，新
建、续建、改造青城绿道 300公里，建成慢行系统的串接串联，社区级、生活组团间绿道的循环串接。
同时，在万通路如意和大桥—敕勒川大桥段进行绿道建设，在现有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增加坐凳和垃
圾桶等便民设施，提供更加优美、便捷的游憩环境。

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市民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尽享生态惠民红利，2023年，我市继续新建、续建、
改造青城绿道200公里，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夏季的微风中，满都海公园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地方，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来
到公园享受惬意的时光。

“到了夏天，首府处处都是景儿。”市民葛燕边说边掏出手机，拍下了公园的亮丽景色。
碧水蓝天，欢声笑语，青山绿水相映间，少不了呼和浩特广大干部群众爱绿护绿的

坚定决心。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做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者、守护人。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在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生态
之城。随后，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发布实施。从全力开展大
气污染治理，加快建设北部大青山前坡“生态绿带”、南部大黑河“郊野花带”、东河西
河小黑河“环城水带”和丝路公园“文化轴带”，“生态建设”成为青城发展中极为重要
的一环，“生态”“环保”“绿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词，并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我们做快递行业的每天都要行驶上百公里路，如今我们都将配送车换成了新能源
车，不仅节能减排，还经济实惠。”在顺丰速运金桥营业点工作的快递员孟永永说，作为
呼和浩特的一分子，他为能在日常生活中为首府的生态环境建设出一份力而感到自豪。

努 力 就 会 有 收 获 。 2022 年 呼 和 浩 特 全 年 优 良 天 数 达 到 329 天 ，达 标 比 例 为
90.1%。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标准的水体比例为 60%；城市集中
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 100%达标；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整体生态环境质
量有所改善。

“天更蓝了”。我市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淘汰和改造燃煤锅炉 26 台。 268
家加油站、198 家重点企业、6003 辆在用重型柴油货车实现在线监控，在全市积极
开展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
排 13 名。

“水更清了”。我市按照“保护好水、减少差水”这一总目标，完成乡镇级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区划分，实现了“市、县、乡”三级饮水水源的安全保障。相继完成了
497 个入河口核查、溯源，完成了 103 处雨污管网混错接改造，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

实现稳定运行，建成区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022 年 5 个国控考核断
面水质全部达到考核要求，首次实现劣五类水体“清零”，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在
全国 339个地级市中排名第 2。

“城市更静了”。我市重新划定了噪声功能区，进一步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
责，大力推进“宁静首府”创建，2022 年，城市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7.5 分贝；区域
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52.4 分贝；声功能区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 100%，夜间达标率
90%。

一项项措施、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我市深入开展环境资源保护，建设美好家园的
生动实践。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处尘土飞扬、被采砂者破坏后到处是深坑的荒废之
地，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被建成了有着人工湖、景观平台、木栈道、凉亭以及大片苗
木的万亩生态公园。”漫步于哈拉沁生态公园，市民王建新看着公园日新月异的变化感
慨道，“有了这样一个好去处，以后周末我就能约着朋友一起来赏美景了。”

哈拉沁生态公园的变化只是我市进行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我市制定了《呼和浩
特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将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工矿企业
全部关停退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 22 个，完成国土生态修复治理 225 万亩。在全区率
先建立“林长制”，建成林草生态大数据平台及种质资源库，全市森林面积达到 594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1%。大力实施敕勒川草原提升工程，敕勒川草原由 1 万亩拓
展到 3 万亩，陆游房车营地、马头琴草原文化产业园、华谊兄弟敕勒川星剧场、精品民
宿等项目建成投运，获得全国首个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

随着生态的逐步恢复，漫山遍野的植被、品种多样的野生动物，促进了乡村经济的
蓬勃发展。在南部山丘地区，100 多万亩特色林果基地，成为农户发家致富的“聚宝
盆”；在北部的大青山，充分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精心布局“敕勒川小镇”“敕勒川部落”
等民宿村落，打造了“敕勒川味道”“敕勒川星剧场”等特色品牌；在果木花香里谋求产
业发展，在“微田园”中发展休闲农业……如今的呼和浩特，在追求生态可持续的同时，
兼顾农民持续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发展之路。

六月的大青山，草木繁盛，各种植被焕发出勃勃生机。站在大青山前坡眺望城区，美丽青城尽收眼
底。

近年来，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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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首府生态能级，筑牢首府生态屏障。

据统计，截至2022年末，我市森林面积59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23.01%，森林蓄积量820万立方米；
草地面积819.38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49.74%；湿地面积达到57.3万亩，有哈素海国家湿地公园、浑河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2个国家湿地公园，各项指标均达到十年来最好水平，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6月6日上午，记者沿着大青山前坡向回民区壕赖沟一路蜿蜒前行，只见道路两侧绿树成荫，山坡上
草木茂密。在壕赖沟村北，今年春季栽种的300亩元宝枫和套种的油用牡丹正在吐芽。有的枫叶已经
绽开，有的刚刚冒出暗紫色的嫩芽。枫树下面，顺着滴灌管两侧，一行行、一溜溜的牡丹新芽正冒出地
面。从东北引进的这两个树种正慢慢适应呼和浩特的土壤、气候，在壕赖沟生根发芽。现在，元宝枫的
成活率达到98%，油用牡丹的成活率达到90%以上。

“过去的壕赖沟山大沟深，砂石遍地，由于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国土绿
化任务，根据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因地制宜种植耐旱树种，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在进行生
态建设的同时也持续改善当地的经济条件。”回民区林草局局长于长虹介绍，枫林渡项目既是今年回民
区国土绿化重点项目，也是我市2023年的文旅项目之一，总投资2.68亿元，分三年打造壕赖沟景观。今
年是第一年，春季已种植 50万株元宝枫，500万株油用牡丹。秋季还要种 300亩，总共种植面积要达到
1000亩。该项目在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将成为呼和浩特文旅产业的又一新亮点，既可带动经济
发展也能为村民增加收入。

“我们村三面环山，生态环境优美，村里有280人，枫林渡项目落户我们村，我们可以收取土地租金，
村民也能在项目上参与种植、养护，增加收入，发展农家乐、乡村游，今后我们村会越来越美，越来越红
火，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壕赖沟村村民冯二红高兴地说。

“回民区在沿山的8个村已完成100亩的重点区域绿化，对重点部位进行了美化，完成十几亩爬地柏
林科技项目。国土绿化已完成 400多亩，秋天还要种植 400亩左右，今年国土绿化面积将完成 800至
1000亩。”于长虹介绍。

从壕赖沟出来，沿着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内蒙古青少年生态园一路东行，记者来到新城区红山口

村。该村坐落在大青山前坡，景色优美，村容村貌整洁。村南侧的一处300亩的果园里，5月初新栽种的
各种果树正吐出新枝、健康成长。

“新城区红山口村原来的老杏园杏树老化，效益不好，今年我们在生态绿带上种植了300亩约4500
株各类果树，养护期满后交给村委会管理，可打造春季赏花，夏季看果，秋季采果的旅游观光采摘经济项
目，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也是生态旅游的一部分。”新城区林草局业务股股长杨小军介绍，生态绿带项目
是2023年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生态建设项目，该项目实施范围西起红山口村，东至大窑村，南起生态
路，北至大青山前坡，东西长约35.5公里，南北宽约1.8公里。实施总面积4.12万亩，涉及古路板管理站、
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保合少镇的14个村庄。项目通过补植补播、重新造林、修枝等方式，对乔、灌木林
提升改造。补植补播树种为山杏、山桃、油松、海红果、黄刺玫、樟子松、柄扁桃等乡土树种和经济类树
种。截至目前，已完成实施面积3.5万亩，累计挖坑45万穴，各类苗木栽植25.61万余株，修枝56.3万余
株，点播7.5万穴。完成实施面积中含果园提升改造1080亩，其中：红山口果园提升改造300亩，哈拉沁、
哈拉更果园提升改造600亩，乌兰不浪果园提升改造180亩，累计栽植李子、西梅、海红、沈农、人参果树
约1.4万余株。

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志强介绍，2023年，我市围绕提升首府生态能级，构建“两屏、四带”城市
生态空间布局，全面推进21个、总投资9.4亿元的林草重点建设项目。按照统筹推进、因地制宜的思路，
全面完成40.2728万亩林草生态建设任务，确保全市林草植被盖度稳定在35%以上。截至目前，已累计
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22.9728万亩（造林补贴5.4万亩、森林抚育0.85万亩、退耕还草5万亩、植被恢复
项目7.29万亩、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4.4328万亩），完成率57.43%。

另外，我市在新城区和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南部3个区块内实施大青山前坡“生态绿带”质量提升工
程，总面积达11.2万亩，将大青山前坡“生态绿带”东西轴景观节点全部串联起来。围绕山川增绿、生态
增色、监测增智、保护增防、群众增收，实现林草资源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此外，在国土绿化项目中开展清水河县段黄河重点生态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完成人工造林、
森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退化林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退化草原修复治理等41.01万亩，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建设首批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为契机，全面实施退化草原生态修
复与保护工程，通过两年的保护修复，敕勒川草原规模达近3万亩，逐步形成了“阴山、草原、湿地”等多
种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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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间打造城市园林生态之美

俯瞰乌素图国家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刘丽霞 摄

航拍南湖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许婷 摄

大黑河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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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湾碧波荡漾 ■本报记者 许婷 摄

环城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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