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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迎

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

一棵棵枝繁叶茂、形态各异的胡杨树，在

阳光的映照下闪耀着满树金黄。黑河水缓缓

淌过，胡杨林在水中的倒影与岸边的黄沙互相

映衬，构成了一幅灿烂的金色画卷。额济纳旗

胡杨林，是阻挡巴丹吉林沙漠向北扩张的生态

屏障，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护绿洲、维系

荒漠生态系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是黑河干流实施水量统一调度的第

二十五个年头。2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流域各方共同努力下，黑河干流水量统

一调度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额济纳旗加强

水资源管理，采取“集中调水、分区轮灌”等办

法，努力扩大草场灌溉面积，有效补充沿河区

域地下水，推动额济纳旗绿洲生态持续好转。

黑河额济纳灌域水利发展中心副主任张

少明介绍：“自黑河干流实施水量统一调度以

来，下游额济纳段累计来水 161 亿立方米，平

均年径流量达到 6 亿立方米以上。绿洲面积

新增近 200 平方公里，目前已达 3528 平方公

里。胡杨林由 39 万亩增长至 45 万亩。”

“大家一代又一代护好
这片胡杨林”

早上 7 点，魏存广把手钳、铁锹等工具放

入背囊，出门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作为内蒙

古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

护林员，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 35 年。

上世纪 80 年代末，魏存广初到七道桥胡

杨林区时，这里除了一些较大的胡杨树外，只

有漫漫黄沙和稀疏的植被，自然条件十分恶

劣。“为了生计，一些牧民放任自家养的羊跑

到胡杨林里啃食树叶，还有人到胡杨林里砍

伐、捡拾枝条，用来搭棚子、烧火。”魏存广回

忆，从那时起，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巡护被围封

起来自然恢复的胡杨林，防止破坏。

上世纪 90 年代，额济纳胡杨林成了自然

保护区，2003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魏

存广的管护面积也逐步从最初的几千亩扩大

到 1 万多亩。“胡杨树的繁殖，一部分靠根蘖

苗，也就是从根部长出新的小树；另一部分则

靠 飞 絮 随 风 飘 落 到 水 边 ，独 立 生 长 为 始 生

苗 ……”魏存广谈起胡杨充满感情，“守护好

这几棵大树，它们经过一些年的自然恢复，就

能长成大片茂密的胡杨林了。”

说话间，魏存广看到不远处的网围栏有

破损，连忙取出背囊中的工具进行维修、固

定。“随着保护与宣传力度的加大，如今保护

区几乎没有私自放牧或偷挖盗采的现象了，

但免不了有骆驼等大型动物钻进来损坏网围

栏，所以得时常观察、及时维修。”他边忙活着

边说。

修好网围栏后，魏存广又踏上了行程。

除了日常巡护，他还担负着防火宣传、上报病

虫害、看护分水闸等工作。临近日落，魏存广

才回到管护站。他拿出一张自己手绘的管护

区水闸与渠道图说：“我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

这片胡杨，希望这张图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

大家一代又一代护好这片胡杨林。”

“农牧民保护胡杨的意识
越来越强”

“为了鼓励农牧民参与到保护区的工作

中，我们成立了保护区社区共管委员会，目前

已经有 150 多名农牧民成为公益林护林员。”

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哈斯乌拉介绍。

苏泊淖尔苏木乌兰图格嘎查有 35 名农牧

民担任了公益林护林员，每人每年增收 3.4 万

元。“农牧民保护胡杨的意识越来越强，大家

每天都会自觉巡护，比如看到哪棵胡杨树倒

了，就拍照上报到嘎查，嘎查再报给保护区管

理局进行处理。”家住乌兰图格嘎查的农牧民

巴萨日娜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胡杨林，保护区管理局

全年分时段对胡杨锈病、木虱、网蝽等进行防

治，还根据季节变化合理安排重点巡护对象、

区域、路线、频次和时间。“近年来，我们还在

保护区内实施水闸维修、河道堤岸加固、土渠

疏浚、古树名木保护等工程，后续还将继续对

保护区内渠道、水闸等设施进行整修。”保护

区管理局党组成员、保护管理和科研宣教科

科长陈勇表示。

在胡杨林保护工作中，当地尤其注重发

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我们强化招才引智平

台建设，加大人才项目扶持力度，强化培养本

土人才，为额济纳胡杨林生态保护、可持续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额济纳旗委组

织部副部长李黎表示。截至目前，额济纳旗

已同北京林业大学联合成立额济纳胡杨研究

所，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等科研院校开展合作研究。

经过多年综合治理，额济纳旗绿洲面积不

断扩大，沙地面积减少，水域面积增加。随着

生态系统的改善，如今，保护区内还能见到黑

鹳、鹅喉羚等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

“吃上生态旅游饭，走上
致富路”

10 月的额济纳，总有各地游客为胡杨林

而来。

“胡杨林的美景太震撼了，很值得一来！”

漫步在胡杨林景区的木栈道上，来自广东广

州的游客祝建林感叹。

游客们眼中的胡杨美景，对于当地农牧

民来说，是增收致富的机遇。

巴彦陶来苏木昂格茨音陶来嘎查紧邻胡

杨林景区。2010 年，由于地处保护区，该嘎查

实行全面禁牧，牲畜全部舍饲喂养，而且限制

数量。“牲畜养得少了，怎么能让农牧民的收

入不受影响？”嘎查党支部书记王军林介绍，

额济纳旗积极推动保护区原住农牧民发展旅

游、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用转变生产经营

模式的方式提高经济收入，“现在，大家吃上

生态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2018年，该嘎查有三家农牧民自发组织旅

游专业合作社，但没有形成规模。2021 年，嘎

查以“党支部+合作社+旅游企业+农牧户”的

模式，带动农牧民广泛参与，发展生态旅游、拓

宽增收渠道。“我们嘎查有 154 户，现在从事旅

游相关工作的就有 80户。”王军林笑道。

“今年游客很多，我家 8 个房间就挣了近

1 万元。”嘎查农牧民严红英说。今年，该嘎查

还先后举办“乡村赶集日”活动 32 次，带动周

边 300 余户农牧民出售自家蔬菜、水果、家禽、

奶制品等农副产品，让游客品尝当地特色美

食。“到额济纳旗就是想感受胡杨林美景和当

地风土人情，来了发现这里的农牧民非常热

情，体验感很不错。”天津游客张俊华说。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额济纳旗共接待国

内游客 589893人次，同比增长 3.74%，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29820.749万元，同比增长 4.43%。

上图：胡杨林航拍。

张 枨 敖 琪摄影报道

下图：阳光照耀下的胡杨林。

张 枨 赵勇强摄影报道

黑河调水、综合保护促使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生态功能恢复

金色胡杨 绿色屏障
本报记者 张 枨

核心阅读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
旗大漠深处，大片胡杨林生机
盎然。多年来，得益于黑河调
水，以及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农
牧民的共同守护，当地绿洲面
积扩大，沙地面积减少，生物
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屏障更
加牢固。在胡杨林景区的带
动下，生态旅游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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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从生态环

境部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环境空气质量和地表水环境

质量总体持续改善。

环境空气质量方面，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6 项主要污

染物指标“四降二平”，其中 PM2.5 平均浓度为 27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3.6%；PM10 平均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7.8%；臭氧平均浓度为 14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0.7% ；二 氧 化 氮 平 均 浓 度 为 1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0.0%；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8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一

氧化碳平均浓度为 1 毫克/立方米，同比持平。339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5.8%，同比上

升 1.6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1%，同

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从 重 点 区 域 来 看 ，京 津 冀 及 周 边 地 区“2+ 36”城 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65.0%，同比上升 4.1 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 31 个

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6.7%；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9.2%，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汾渭平

原 13 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1%；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5.9%，同比上升 2.5 个百分点。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8.5%，同比上升 1.4 个

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7%，同比持平。其中，长江、

黄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质

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90.0%，同比上升 0.8 个百分

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4%，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监测

的 210 个重点湖（库）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湖库个数占

比 78.6%，同比上升 4.0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湖库个数占

比 4.3%，同比持平。

前三季度我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
总体持续改善

本报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自然资源

部获悉：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批 15 个生产矿山生态修

复典型案例。2022 年起，支持地方实施 49 个历史遗留矿山

修复示范工程。“十三五”以来，我国已累计完成历史遗留废

弃矿山治理面积 480 万亩。

据介绍，此次公布的案例是矿山企业积极探索、深入开

展生态修复实践的缩影。案例涉及国有、民营、中外合作等

不同企业，煤矿、金属矿、建材矿等不同矿种，以及地下开

采、露天开采、联合开采等各类开采方式，覆盖西北生态脆

弱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青藏高原等不同区域。

案例展示了生产矿山在推进矿区生态修复工作中保护

优先、源头防控，统筹规划、科学实施，科技引领、技术创新

等方面的先进做法，以及在改善矿区生态系统功能和人居

环境、促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产业导入与转型发

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展现了矿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履行

生态修复法定义务的典范。

“十三五”以来

我国累计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480万亩

!"#$%&'()"*!+,-./0-(12
3456789:;<=>?@A(BCDEFCGEF

CHEFIEJKLM*!(NOPQ!"R)S%'#
$T*!UVW'X,Y.

!"#$%&'()*+,-

!"#$%&'()*!+,-./01%234
56*789:6;;%&<<=>?@4ABCD%
EFGH&IJK*LMNOPQRS%TUVWXY
Z[\]^_`ab%cZcdefg[\hijk%
lfmnopqrstuv%w=mxyz{|%}&~
!vm+"#$%&efP

'(%)*+,dq[\-t./dq#$0t%TUV
1!2"3LM45670k8qL9:;<M E
=>?d@t%A0kBCDEFGMHIJK3LM
/@N%OPQR:;.:;<M.STUV@W%Xk
YZ][%\MH]H^_%̀ abcdefghi.j
klmno%pbc}qrs.tu.vwVxyuv%
z{|.J}.~!"&jP

./01%2'()*+3-

#$%TUVc %&&&'($Pm))*W%+,-
./0.1234V($m57%6}q789t:;7
-%,<qU=t>^7-%?~@=q&M&7t5"@
A%BRzjPCDEPuFzG HI&&JKL%MNO
P&&JKLPF#%TUVQRS*T4UzxVW%X
YZ<JK3LM/@N%yH[\8].:;^Vi
VmD($h_ PD%̀ ab*+!}cdo5"eX
fg%h:;ij.wkMl.mnop.qrfsV]
$}qBtuop%,<Vvcdo5"ef<wxP

4#56%27()*+8-

4=:;Mqyz{|t%Mhbc},~!H"#

*QM$%&'()*[u}7P)eXLM*p+
,%TUV=:;M-o!H.*p%4M/G012
9%3VMzjPC4V5.6789:.L/?;p<
=.yz>?=V5=G0@A%HB!Hp<=%C
yq/G0Dp<=tkWqr%EF*pEG.Hj*
p{IPF#%abQRJFKLME.o`NOP
Q.3*>i]^.lfRSTUVVW%*+eXgJ
LMH$P

Z[-\]123456789

!9:!

;<=>?@ABC

DEFGH?IJKL

贵州省剑河县和广东省一家企业通过“村企合作”方式

建设康养园，发展旅游研学等活动。图为老师和中学生们

在康养园中参加生态研学，了解多种植物。

彭云美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