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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不仅是生态优势，也是经济红利。
发展过程中，呼和浩特立足林业资源优势，采取

一系列举措，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
“绿色颜值”和“金色产值”的双丰收。

从大青山野生动物园一路向东，就来到了新城
区红山口村。村庄坐落在大青山前坡，景色优美，村
容村貌整洁。村南侧的一处300亩的果园里，硕果累
累，正在迎接采摘游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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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经济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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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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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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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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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300亩的果园，我们不但能参与种植、养
护，增加收入，以后还能发展农家乐、乡村游，今后我
们村会越来越美，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的。”
村民王二栋高兴地说。

为践行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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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民宿等项目建
成投运，入选全国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
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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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绿色制度到绿色保护再到绿色产业，首府的
广大干部群众正以接续奋斗的姿态，走出一条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八月的塞外青城，巍巍大青山植被繁茂，空

气清新；茫茫敕勒川草原草长莺飞，牧歌嘹亮；白

墙黛瓦的美丽乡村宛若仙境……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

面和全过程，持续擦亮绿色生态发展底色，为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首府新篇章提供了坚实生态支撑。

2022 年 11 月，呼和浩特市被生态环境部命

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秋日的夕阳下，青城公园内繁花似
锦，百鸟争鸣，市民三五成群徜徉于林间
小路，尽享美好时光……

“青城公园已经成为我们闲暇游玩、
运动健身必来的地方了。你看公园里的
海棠园、荷花湖，还有睡莲和松林等，在不
同的季节会为我们展现着不同的风景。
这几天荷花竞相绽放，我要赶紧去拍几张
照。”市民王女士细数着青城公园的美景。

碧水蓝天，欢声笑语，在这美美与共
的背后，有青山绿水相映间的天生丽质，
更有首府广大干部群众爱绿护绿的坚定
决心。

近年来，呼和浩特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把生态建设作为谋划发展
的重要一环，大力推进国家和地方生态建
设工程，全面强化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
和修复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努力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齐头
并进，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的“生态画卷”中
安居乐业，使“美丽青城、草原都市”成为
首府最靓丽的名片。

2022年，我市扎实推进生态保护，始
终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市优良天数合计 329天，
较上一年同期增加 11天，达标率 90.1%。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持 续 16 年
100%，5个国控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到 60%。全市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管控
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一直保持100%。

为厚植绿色底蕴，使生态安全屏障更
加牢固，我市深入开展国土绿化和生态修
复行动。推进“三北”防护林两阶段、五期
工程建设，累计完成 475.4万亩任务。实
施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等 9项重点生态工程，共计
完成林草建设 538.56万亩。实施历史遗
留矿山生态修复，完成 6个、总治理面积
365.84公顷的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全市及重点区域
生物多样性年度调查、观测与评估，建立
全市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全市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面积分别较 2014年减少 208万
亩和6.58万亩，截至目前，森林面积594万
亩，草地面积 819.38万亩，湿地面积 26.38
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 35%以上，生态底
色更加鲜亮。

全力推动环境质量改善，我市积极
推进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成功获批国家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城市，完成散煤
散烧综合整治 18 万户。淘汰和改造燃
煤锅炉 360 台、低氮改造燃气锅炉 324
台。全市 24台火电机组、77台工业窑炉
完成深度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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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个空气质量微站、35 个高
空视频相继投入运行，一体化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平台和生态环境执法联动监管
体系基本形成。大力实施水环境综合治
理。推动完成 103 处雨污管网混错接改
造，班定营三期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市
区污水处理能力达 64 万吨/日。持续推
进黄河河道及滩区综合治理、地下水
超采区综合治理，完成小黑河、海流水
库湿地净化等工程建设，建立 508 个入
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台账。严格保护土
壤环境安全。强化建设用地土壤环境
风险管控，动态更新土壤及地下水重点
污染源企业目录。全市农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管控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
达到 100%。

一项项措施、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我
市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好家园
的生动实践。

防治结合，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向好

生态惠民，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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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河郊野公园

大青山上看日出

▲▼青城美景惹人醉

◀美丽青城绿意盎然，候鸟蹁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