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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麦椒套种田
的小麦已颗粒归仓。刚收完小麦的套种地里，一行行
油葵整齐排列，一株株辣椒枝叶青翠欲滴。采访组成
员对这种麦后移栽油葵、小麦套种辣椒的立体种植模
式产生了浓厚兴趣。从选种到销售各个环节，一一问
个明白。“小麦套种辣椒，麦后还种油葵，实现了‘一地
三金’，值得学习！”大家对这种套种模式赞不绝口。

据介绍，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坚持创新引领，通过
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融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
水、设施农业、试验示范展示等内容，推动农业转型升
级，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目前，共建有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113个，辐射带动面积100多万亩，推广先
进适用技术 58项，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经济效益，增
加了群众收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党
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
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不利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的事，坚决不能做。

——习近平

初秋的乌梁素海，天蓝水碧、湖面如镜，绿色芦苇
随风摇曳，赤麻鸭、白骨顶、绿头鸭等或游弋湖中、或栖
于苇荡、或翱翔天空，一派自然和谐景象。

乌梁素海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蒙古语意为“红
柳湖”，是我国第八大淡水湖，素有“塞外明珠”之美
誉。然而，20世纪 90年代开始，乌梁素海出现自然补
给水量减少、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污染、生态功能退化
等现象。2019年，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
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启动，把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
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系统实施七大修复治理工程，为
乌梁素海的“生态病”开出一剂良方。

目前，乌梁素海面积稳定在293平方公里，鸟类约有
260种，每到候鸟迁徙时节，数以百万计的鸟儿在这里休
憩、觅食。从保护一个湖到保护一个流域生态系统，乌梁
素海流域真正做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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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看巴彦淖尔联合采访活动掠影
记者 孙文珍 延媛

八月河套，金葵盛开，瓜果飘香。8月8日至11
日，由巴彦淖尔市委宣传部主办、巴彦淖尔日报社承
办的“相约黄河至北 讲好黄河故事”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看巴彦淖尔联合采访活动举行，来自黄河流
域16家地市党报的社长、总编辑和文化副刊负责人
等参加了活动。

活动期间，联合采访组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
迹，先后来到乌梁素海、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
测中心等地，聚焦巴彦淖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亮点和闪光点，用精彩的镜
头和笔墨记录下了大美巴彦淖尔的发展加速度。

编者按:

走进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满眼苍翠，鸟鸣声声。
国营新华林场成立于 1960年，身处河套平原腹地。

建场前，目之所及全是沙丘、荒滩、盐碱地，刮个风连眼窝
都睁不开，风沙危害非常严重。当地人常说：“只见春天籽
下种，不见秋天收庄稼。”

面对“沙进人退”，林场人在沙地荒地上植树造林。
1978年，“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启动，林场将防沙
治沙作为主攻方向，开始大规模造林治沙。从 2012年

起，林场先后实施了京津风沙源二期、低质低效林改造
等工程。

经过三代林场人接续奋斗，累计造林 3.9万亩，植树
430万株，栽植乔木林1.7万亩、灌木林2.2万亩，沙地面积
由20世纪60年代的2.15万亩缩小到0.5万亩；林场附近两
个湖泊的水面由原来的500亩扩大到700亩；森林覆盖率
由2012年的25.6%增加到现在的65%，实现了“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走进乌兰布和沙漠，采访团乘车沿着穿沙公路一
路向西南。路两边，防沙林绿树成荫、茂密繁盛，站在
高处望，成片的绿色植被颇为壮观。

乌兰布和沙漠是全国八大沙漠之一，总面积506万
亩，其治理关系到黄河和河套平原的安全。正是认识
到乌兰布和沙漠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磴口县全国防沙
治沙综合示范区在治理过程中，持续开展乌兰布和沙
漠治理行动，历经几代人，先后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建
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积极变“沙害”为“沙利”，
不断提升经济效益。

目前，在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在传统沙产业的基础
上拓展以肉苁蓉、沙漠葡萄、光伏治沙、沙漠有机畜牧
业和生态旅游业为主的特色沙产业。2020年，乌兰布
和沙漠治理区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60多年前，在一声声浑厚的劳动号子中，巴彦淖
尔3万干部群众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历
时10年，锹挖肩挑，修建了全长230公里的二黄河，把
巴彦淖尔人的一面精神旗帜，插在了黄河“几字弯”
头。

据统计，10年间，二黄河工程累计完成土方量
1977万立方米，其中仅有387.7万立方米为机械开挖，
其余1589.3万立方米均为人工开挖，占工程总土方量
的80%以上，比一个西湖的蓄水量还要多。

依靠二黄河源源不断的灌溉滋养，河套人民聚合
耕作、繁衍生息，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出一个个
农耕奇迹：农民人均耕地 10.6亩，是全国人均耕地水
平的5倍；粮食年产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亿斤，快
速增长到近些年的60亿斤以上；“吨粮田”占全市粮食
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如今，河套灌区已成为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大粮
仓、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是“长江以北没有
吨粮田”定论的一个丰饶的“例外”：这里的“河套小
麦”，被誉为“五项全能冠军”，是我国优质面粉生产不
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有机原奶生产
基地；我国每出口 10桶番茄汁，就有 6桶来自巴彦淖
尔……

巴彦淖尔，未来可期。大家一路看，一路交流，一
个共识愈发强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党报
融媒平台作用，更加有形、有感、有效地讲好“黄河故
事”，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 黄河湿地公园 齐鸿雁 摄

相约黄河至北北
讲好黄河故事

“河套粮仓”的希望2

让荒漠变林海3
奔流不息“二黄河”5

敢把沙漠变绿洲4

● 圣牧大地好风光 齐鸿雁 摄

● 引黄工程 齐鸿雁 摄

● 节水灌溉设施 齐鸿雁 摄

● 骏马奔驰在乌拉特草原 齐鸿雁 摄

● 天赋河套美如画（航拍） 李志轩 摄

● 河套麦收时节 张桂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