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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九原区1.7万亩智慧林业养护项目首创我国西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智慧林业养护新模式，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叠加——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李国萍）记
者从通辽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有效促进全
社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今年以来，该局不
断巩固深化文明餐桌行动，从“刀尖”抓起，
以落实最严“限塑令”等方面为抓手，取得了
倡导绿色生活的良好成效。

据介绍，通辽市市场监管部门首先从
“刀尖”抓起，减少原料的浪费，降低餐厨垃
圾产生量，还鼓励餐饮服务单位响应“半份
制”，多推出“半份菜”“半份饭”。在倡导低
碳生活和绿色餐饮方式上，落实最严“限塑
令”，形成减少使用塑料餐饮相关制品的共
识。同时，对各餐饮单位落实文明餐桌和反
食品浪费情况进行实地督导检查，督促餐饮
服务单位按照规定与合法收运单位签订餐
厨垃圾处置协议，推动餐厨垃圾源头减量。
此外，继续推进“光盘行动”，加强网络餐饮
监管，鼓励订餐平台合理设置菜品及菜量，
为消费者按需配餐、按量点餐提供便利。

通辽市巧用“文明餐桌”
行 动 倡 导 绿 色 生 活

林业养护的智慧“ 大脑”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水水

□本报记者 张慧玲

雪后的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冰雕
玉琢般美好。流经的海拉尔河、额尔古纳
河等几条河流早已封河，冰面上覆盖了厚
厚的积雪。

11月 25日这天，53岁的要斯图把自
己包裹严实，又一次开始了“巡河之旅”。
他是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综合保障和
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苏木、旗两级人大代
表，也是一名河长。

“这里 1196 平方公里都是‘我的地
盘’，这里的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及 4个
湖泊归我负责。”要斯图说，自从2019年成
为巡河员开始至今，巡河的线路已经深深
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巡河，一整天都没
有吃饭和休息的地方，而巡河一次基本都
要一天的时间。每次巡河之际，要斯图和
同事都提前准备好干粮和水，迎着太阳出
发，跟着月亮回家。

呼伦贝尔市是旅游城市，每到夏天，巡
河的任务就比较重。巡河路线 200 多公
里，草原路不好走，如果遇到雨天，一个不
小心车就会陷在泥泞里，但是在要斯图眼
里，克服这些困难“都不是事儿”。

让他觉得是“事儿”的事情，是在2019
年，他的一位好友在河边私建了一个40平
方米左右带有仓库的彩钢房。那时他刚接
手巡河员工作，拆除私搭乱建是他的职
责。尽管让他犯难，但他还是耐心地做了
一个多月的思想工作，让朋友拆除了违建。

刚上任河长的时候，有一家企业为了
运草料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搭建浮桥，要斯
图和同事给他们讲解妨碍河道行洪带来的
后果，当时企业把浮桥拆了。可是等要斯
图一行离开后，企业又把浮桥搭建起来，反
反复复多次后，要斯图联系执法部门对浮
桥进行了坚决拆除。

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同事
们说要斯图每次巡河都是带着“问题意识”
去做，而对于发现的问题，他都能积极妥善
处理。

有人说巡河很枯燥，每天来回奔走也
很辛苦。然而看到天蓝水清，要斯图觉得
自己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他说：“今
后的工作中，我会依然会尽心尽力，确保辖
区内河流保持水净、岸美。”

要斯图：我的“地盘”我守护

□本报记者 霍晓庆

11 月 22日，在包头市九原区大
青山南坡绿化养护区，智能滴管工程
师李慧敏的手机 APP提示：G6高速
公路 3号系统管控区域土壤干旱缺
水，需要浇灌。他在APP上设定好灌
溉位置、水量和时间后，点击“执行”
按钮，开始对干旱区域进行精准灌
溉。

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就能实现养
护区的自动精准灌溉，九原区引进的
生态林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利
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现代信
息技术，对滴灌系统进行现场和远程
智能化管理，如同给林业养护装上了
智慧“大脑”。

九原区地处半干旱区，大青山横
亘其北部。经过多年努力，九原区大
青山南坡裸露荒凉的岩石山体实现
了整体绿化。三分种七分养，如何科
学高效养护是一道难题。

2018年，针对干旱缺水的现实情
况，九原区在大青山南坡全面引入以

色列耐特菲姆滴灌公司和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共同打造的“生态林智能
水肥一体化节水高效养护项目”，并
成立了专业养护队伍，实现大青山南
坡绿化由人工养护转变为智能设施
养护。

“‘智慧’就体现在‘精准’上。浇
水不是什么时候想浇就什么时候浇，
也不是想浇多少就浇多少。”李慧敏
说，该系统通过计算机、手机、ipad等
终端，自动监测气象、土壤等植物生
长环境信息及有害生物发生信息，并
及时发出提示，避免了人工管理滴灌
系统经常出现的灌溉施肥不及时和
过量灌溉施肥等问题。真正做到按
需、按期、按量自动供给水分和肥料，
实现了精准监测、精准灌溉、精准施
肥，最终实现节水、节肥、高效的管理
目标。

目前，九原区大青山南坡 1.7 万
亩绿化养护区域一共有 36个这样的
设备系统，实现了智慧养护全覆盖。

在3号系统管控区域的梅力更林
场，一条条黑色的滴灌带裸露在林地
里，每隔50公分有一个出水孔眼，水

肥精准均匀地滴到每一株树的根部。
这是九原区大青山绿化养护区

2022年度最后一次生态林浇灌，等干
旱区域的树木喝饱水后，这套充满智
慧的“生态林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将同冬日的树木一起进入“休眠
期”，待到明年3月份再重新启用。

指着比针眼稍大的出水孔，李慧
敏告诉记者，水从地下抽到泵房，经
过离心过滤、砂石过滤、碟片过滤三
级过滤后，基本上就是纯净水了，再
通过管道浇到地里，几乎不会出现堵
塞的情况。“看这水滴这么均匀，是因
为管子里有个压力补偿器，能够保持
每个水眼流量相同，更好地控制灌溉
水量。”李慧敏说。

这套系统设备“智慧”满满，产生
的效益更是不容小觑。

“节水、节省劳动力，是最直观的
效益。”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九原区
分局造林股股长苗培说。传统浇水
方式是用水车拉水，人工拿着管子浇
水，现在只需一个人通过操作手机、
电脑就可以实现，大大节省了人力成
本。“传统浇水方式每年每亩用水量达

300吨左右，而科技养护每年每亩用水
仅需90吨左右，1.7万亩绿化养护区域
每年节省水资源300多万吨，可供包头
市1万市民使用一年。”苗培说。

随之而来的就是养护成本的下
降。苗培介绍，使用传统人工养护，九
原区大青山南坡绿化工程 10年养护
资金累计需要6.88亿元（每株每年养
护费约40元），引进“生态林智能水肥
一体化节水高效养护项目”后，包含智
能滴灌设施及10年养护资金约1.925
亿元，累计节约养护资金 4.955亿元
（平均每株每年养护费约11.3元）。

不仅如此，传统养护方式树木每
年生长20到30厘米，而监测显示通过
科技养护树木每年生长能达到50厘米
以上，大大提升了植物的生态功能。

“科技养护实现了生态、社会、
经济效益的叠加。九原区1.7万亩智
慧林业养护项目首创我国西部干旱
和半干旱地区智慧林业养护新模式，
为全面提升我区大青山南坡绿化工
程养护质量和效率，推动大青山绿色
生态屏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苗
培说。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帅政）记者
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该厅全面推进所承
担的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2750个行政
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治理率达24.7%，超额完
成国家要求治理率20%的目标。

据了解，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围绕重点区
域持续发力，全区黄河流域3公里范围内350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97.71%，预计年
底全部完成。此外，“一湖两海”周边行政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达77.5%。针对农村黑臭水体，
坚持“边排查、边整治”，实现了动态治理。经
过不懈努力，全区农村牧区环境治理水平显
著提升，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现象基本杜
绝，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好转，广大农
牧民对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增强。

我区农村牧区生活污水
治 理 工 作 成 效 显 著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张慧玲）记
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近年来，我区强化
重要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有序推进河湖生态
复苏。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
会 2022年 10月跨省区重要河流主要控制
断面生态流量达标情况的通报，我区无定
河、西辽河、洮儿河等9条跨省区河流12个
控制断面均达到生态流量管控目标。

截至 10月，我区已配合相关部门编制
完成9条跨省区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方案，并
完成了 3条跨盟市重要河流、3个重要湖泊
生态流量（水量）保障目标的确定。今年，我
区还启动开展查干木伦河、格尼河、归流河、
哈素海等4个河湖生态流量方案编制，为河
湖科学管控生态流量奠定了基础。

我区9条跨省区河流12个控制
断面均达到生态流量管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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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帅政）为持
续改善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近日，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组织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
海市和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全面启动
2022—2023年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秋冬
季监督帮扶工作。

据了解，自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
秋冬季监督帮扶工作采取“线上+线下”两个
模式，以远程技术帮扶为支撑，发挥现场监督
帮扶的机动化、点穴式特点，建立“部—省—
市”三级联动机制，聚焦重污染天气应急、异常
高值区域排查、重点企业治理及合规达标排
放、散煤治理和面源污染五个方面的工作任
务，协同高效推动攻坚任务落实。目前，除呼
和浩特市因疫情原因无法开展工作外，其他
三个盟市在落实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
上，已开展重点企业全面现场自查工作。

自治区环境厅组织 4 市开展
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监督帮扶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森林基地，经过
多年的生态保护和植树造林，森林面积已
达 4.08 亿亩，居全国第一。在绿色崛起的
进程中，毫无疑问，科学造林、科技护林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人的
力量更加不可或缺。

目前，我区已经全面建成自治区、盟
市、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五级林长制体
系。上有整体谋划、下有责任到人、管护有
力，近 3 万位林长合力守护林草资源，守护
着来之不易的绿色。

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
人担是林长制的设立初衷。进一步推动林
长制工作有效运行、系统深化，理应明确林
长制就是“责任制”，要让社会监督、督导考
核充分发挥作用，坚持定责、履责、督责、问
责环环相扣，激起护林有责、护林尽责的担
当，把“责”的文章做深做透，林长制的推行
才能全面深入，成效才能明显持久，最终实
现“林长治”。

用好林长制 实现“林长治”
◎正文

皑皑雪原中，一座座巨大“风车”
挥动着白色的风机叶片，将风能转变
成电能，传送上网；一块块光伏板聚集
了太阳的光芒，转化为电能，为千家万
户送去光明……如今，走进霍林郭勒
大地会强烈地感受到当地清洁能源产
业发展的脉动。

近年来，霍林郭勒市积极落实“双
碳”目标要求，大力引进建设一批含金
量、含绿量、含新量高的项目，加快推
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奋力书写高质
量发展“绿色答卷”。至2025年末，霍

林河地区计划新能源装机 430 万千
瓦，其中风电335万千瓦，光伏75万千
瓦，年可发绿电约136亿度，可节约标
准煤约 400万吨（等价值），年可减排
二氧化碳约1100万吨。

“风光”无限，向“绿”而行。下一
步，霍林郭勒市将积极抢抓“双碳”机
遇，全力建设国内有影响力的绿色低
碳铝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围绕产业生
态化、经济绿色化，全力培育新产业、
新动能、新增长极，在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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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雪中的风机群矗立在雪中的风机群。。

风机吊装工作正在进行。

正在运行中的京能风电项目正在运行中的京能风电项目。。

对风机运行情况进行远程查看。

对 风 机 进 行
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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