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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底色上绿色崛起
——赤峰市蹲点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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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徐永升

采访组到赤峰市一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该市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1981年，刚通车不久的京通
铁路被沙掩埋，交通中断了72小时。赤峰人知耻而后
勇，持之以恒进行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一届接着一
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赤峰市的生态建设不因领导更
迭而改变，直至今日绿满山川。

绿色发展，既要绿色，也要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
赤峰市在生态建设的底色上，已实现绿色工业和绿色农
业的崛起。在宁城县和松山区的设施农业园区里，记者
体验到了“春色关不住，大棚绿正浓”的生态农业发展态
势。走矿山、看选场，蹲点有色金属冶炼车间，矿业经济
发展稳中向好，让记者不禁发出“赤峰宝藏多，冶金炉火
红”的感叹。看到翁牛特旗八百里沙海变成绿洲，看到
敖汉旗的荒漠之地变为满目苍翠，看到喀喇沁旗绿色家
园富了百姓，让记者顿生“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
豪情。

蹲点10余天，赤峰的山，赤峰的水，赤峰的林，赤峰
的菜，赤峰的冶炼车间，赤峰市干部群众的绿色发展情
怀，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卷以绿为底的山水画轴，让人流
连忘返，久久难忘。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赤峰市委宣传部提供) 火红的柿子承载着农民致富的希望。 胡晓明 摄
赤峰是全国有色金属种类、储量最多的市。

赤峰市敖汉旗三十二连山治理后绿色满山。

记者向翁牛特旗治沙站站长汪海洋（左一）了解穿沙公路
绿化工程进展情况。 谭靖然 摄

□文/本报记者 来春誉 图/本报记者 程英军

兴安盟，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红色基因浸透在
兴安大地各族人民的血脉中。

热情似火的5月，记者一行来到兴安盟进行
蹲点调研采访，十余天的时间里，感受到了绿水
青山与金山银山互促共进的成效，看到了绿色富
民理念正在让这里的生态环境“绿起来”，人民群
众“富起来”。

在绿树如茵、美景如画的阿尔山，得天独厚
的绿色资源让“巍巍大兴安·梦幻阿尔山”旅游品
牌知名度持续攀升；在乌兰浩特市，过去被用于
开采建筑用岩的神骏山书写着生态修复的“神
话”，绿水、青山、花田、栈道，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旅游体验区；依托绿色农牧业资源，扎赉特旗农
民种植水稻种出了好日子，“兴安盟大米”“兴安
盟黑木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乌逊嘎查，40多岁
的王金莲和白喜荣靠学习刺绣改变生活，一根针
穿越贫穷，一根线绣出希望；在科右前旗科尔沁
镇远征村，双膝关节置换的李宝在健康扶贫政策
的帮扶下，少花钱看大病，安享晚年；实践“五级
定责、五权明置、五化运营”的管理模式，突泉县
在发展养牛、林果等产业方面探索新路径，不仅
加快了脱贫进程，也为农户收益提供了不竭动
力。

传承红色基因，引领绿色发展，兴安盟正在
北疆大地上展开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

美丽的
阿尔山。

突泉县六户镇和胜村，记者采访果树种植带头人。

乌逊嘎查的妇女通过学习刺绣走上脱贫路。

扎赉特旗
高品质黑木耳
给农民带来好
生活。

□文/本报记者 梅刚 图/本报记者 王智华

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向南，驱车
约10分钟，一座雄浑壮观的钢铁雕塑“同心锁”
引人注目，这里就是著名的三盛公黄河水利枢
纽，是河套千万亩灌区的源头。从这里，黄河流
经巴彦淖尔345公里，灌溉出美丽富饶的河套平
原。

5月6日，记者一行来到巴彦淖尔进行蹲点
调研采访，在惠锋农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听农
民畅聊“金瓜蛋”的致富故事。

在华盛绿能光伏农业科技园，绿色能源与现
代农业巧妙“嫁接”，绘制了一幅绿意盎然的大漠
画卷；在乌兰布和沙漠深处，10万头“黑白花”奶
牛点缀其中，贡献全国一半以上的有机牛奶；在
王爷地苁蓉生物有限公司，一根根粗壮的肉苁蓉
见证了梭梭林防风固沙的生态效益。

来到杭锦后旗全域种植业绿色生产试验示
范区，当地实施生态治理盐碱地、控肥增效、控药
减害等，推进农业全域绿色发展；在头道桥镇太
平乳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年可就地
消化1万多吨粪污；在蒙海镇污水处理厂，污水
处理后形成的中水汇入北郊湿地公园，实现入海
零排放。

走进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体验乡村旅游
打卡地的火热；来到五原县向阳村，感受“乡贤”
微治理模式下的华丽蜕变。

在“塞外明珠”乌梁素海，记者乘快艇巡湖，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当地探寻各种方法综合治理
乌梁素海，助力塞上江南、绿色崛起的新篇章。

记者在杭锦后旗太平乳业采访粪污资源化
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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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向阳村的乡村微治理模式。

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是河套千万亩灌区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