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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

绿资源和绿资源和““热热””经济比翼齐飞经济比翼齐飞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

朝烟。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扎兰屯市吊桥公园内生机盎
然，夏景怡人，“咔嚓、咔嚓、咔
嚓！”百年古榆展绿枝、红嫩幼
果满枝头、夏日漂流竞河中
……一张张夏日美景在照相机
中定格，记录着扎兰屯生态与
经济共发展的故事。

种“绿”成荫
为生态播下绿色希望

“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
兰天一方……处处泉林看不
厌，绿城徐入绿村庄。”1961年
9月，作家老舍访问扎兰屯时写
下这样的诗句。然而，2005年
7月15日，扎兰屯市遭遇历史
上罕见的龙卷风，面对被狂风
摧毁拦腰折断的参天杨树和百
年古榆树时，这里的人们心灵
被刺痛了——保护生态环境刻
不容缓。

多年来，扎兰屯市委、市政
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保持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定力，统筹山水林田
草系统治理，突出精准、科学、
依法治污，坚决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把保护森
林和草原作为硬任务，坚决打
击毁林毁草行为，常态化落实
河湖林长制，全力抓好防火工
作，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
要求，让碧绿、蔚蓝、纯净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以前，油锯一响，黄金万
两，我们林业就是‘靠山吃山’，
伐树就是经营收入。”退休后的
林业职工朱洪峰忆起当年情景
感慨万千。

历史，进入新时代。一批
批曾经的砍树人丢掉斧锯，变
身看树人。如今，朱洪峰的儿
子朱岩成为扎兰屯市哈多河林
场一名志愿消防队员，他每天
背着20余公斤的灭火装备穿
行在山林之中，宣传防火知识、
防止野外用火、保护树木……

“我每天徒步健身都会经
过大桥。以前桥头是一片荒地
杂草丛生，现在建起了公园，人
们健身娱乐又多了好去处。我
为城市管理者的智慧点赞，这
也是生态建设带给我们百姓的
福祉！”扎兰屯市繁荣街道小溪
社区居民邓秋菊赞叹道。

扎兰屯市全面打造扎兰绿
城特色，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按照拆墙透绿、见缝插绿、
空地补绿、全城覆绿的要求，机
关干部和社区干部群众1.2万
余人次助力绿化项目快速实
施，广大居民、商户利用房前屋

后空地，栽树种花种草，先后实
施绿林街拆墙透绿、黎明山路
绿化、新桥西街绿化等城区重
点绿化项目10个，新增城区绿
化面积16.6万平方米；建设桥
头便民口袋公园2个，总面积
1.3万平方米，为市民提供休闲
娱乐健身空间，城市整体形象
大幅提升。

如今在扎兰屯，建楼不伐
树、修路绕树走、赏花不折枝
……已成大家的共识。“十三
五”以来，该市实施了城市污
水处理厂、重点企业排污设施
提标改造等一批污染防治和
生态保护工程，挂牌建档百年
古树155棵，累计造林19.7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70.04%，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
显著，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市、
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天然氧吧
城市等称号。

执“绿”为笔
为城市书写绿色未来

“老旧小区乱贴乱画、乱堆
杂物、乱建私搭在各地都是通
病。通过‘百日攻坚’活动，小
区内整洁有序，让我们的居住
环境更美了，生活更有活力
了。”扎兰屯市正阳街道如意家
园小区居民李先生说。

2022年以来，扎兰屯市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理念，以开展城市精
细化管理攻坚年专项行动为抓
手，全市196个机关企事业单
位、6000余名干部职工深入全
市7个街道办事处常态化包联
大扫除，采取“执法+环卫”“执
法+交警”“环卫+交警”的“手
拉手”联合监管模式，构建了

“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的全要
素治理格局。

扎兰屯市依托依山傍水的
自然风光，规划河西“扎兰小
镇”休闲区，打造城市中央植物
园绿色生态区，建设沿河景观
绿道体系。由南向北，串连成

线，按照“留白增绿、拆违建绿、
见缝插绿”原则，充分整合边角
地、夹心地，高标准建设口袋
公园和小微景观，对老旧公
园广场进行“微改造、精提
升”，精细打造“扎兰客厅”
和“微客厅”，实现点位增
绿、街头增景，让群众在“小
而美”中体验“微幸福”。

扎兰屯市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原则，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完善小区内道路、绿
化、停车位、垃圾分类等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套建设，真正做到
按需定制，打造更多绿色社区
和示范社区；激发中央路步行
街特色升级，释放城市“夜经
济”活力，着力规范便民市场，
合理施划便民摆卖区域，引导
流动摊贩规范、有序摆卖，积极
为“露天经济圈”提供全方位服
务保障，助推城市品质提升。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
层之台，起于累土”。扎兰屯市
政工程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宋艳杰表示，用“绣花”功
夫，从细微处做好服务，让百姓
更宜居，生活更舒适，为城市书
写“绿色”未来。

点“绿”成金
为产业插上绿色翅膀

“我们返乡创业，看好的就
是家乡的青山绿水蓝天。好的
生态，才能培育出好的产品。”
呼伦贝尔鑫难农副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张丽烨说，“扎兰
屯市的林下资源得天独厚，有
很多野生的食用菌，为我兴业
提供了沃土。”如今，该公司已
经形成了采集收购、生产加工、
出口贸易为一体的加工企业，
产品出口到韩国、意大利、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了内
蒙古自治区第一家野生食用菌
出口的企业。

在扎兰屯1.69万平方公里
土 地 上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0.04%，47条河流滋润着秀丽

的原版风光，绵延的高山湿地，
壮观的森林峡谷，神奇的天池
群落，既体现了大兴安岭的磅
礴气势，又兼有江南水乡的壮
丽秀美，无愧“北国江南”“塞外
苏杭”之美誉，良好的生态环境
铺就了这里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

“扎兰屯冬季的平均气温
在零下12℃，存雪期长达5个
月以上，有效滑雪期可达130
天，最长可达151天。这种冷
资源不利用太浪费了！”扎兰屯
金龙山滑雪场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孙亚茹介绍说，扎兰屯金
龙山滑雪场2009年建成并投
入运营，建设单板滑雪、自由式
滑雪U型场地、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场地、自由式滑雪雪上
技巧场地、大跳台场地，雪场每
年季节性用工60余人，2022—
2023年雪季收入170余万元,
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
滑雪队训练基地，2022年被评
为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
地，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雪上技巧比赛也将在这里进
行，必将促进冰雪产业的更大
发展。冰雪事业大发展的同
时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化等
产业发展，“冷”资源变成了

“热”经济。
山添绿，人增收。扎兰屯

市通过林下资源有序利用，涌
现出一批特色产业。截至“十
三五”末，该市食用菌农发展到

216户，菌厂发展到74个；黑木
耳栽培量由2013年的 550万
袋发展到1500万袋，产量由25
万公斤发展到75万公斤，发展
黑木耳吊袋大棚85栋；建成了
1家食用菌研究所；建成7个较
大的种植基地，“扎兰屯黑木
耳”成为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
产品，“扎兰屯榛子”“扎兰屯沙
果”“扎兰屯葵花”等农产品“三
品一标”认证总数达到90个，
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

如今，怒放的杜鹃花、翠屏
山映山红生态公园新业态、浓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百年吊桥
……都成为外地游客奔赴扎兰
屯市的一个理由。据统计，
2023年杜鹃赏花季期间，扎兰
屯市共接待游客近71.5万人次
（同比增长116.7%），映山红生
态公园共接待游客65万人次，
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7万人次，
创造了呼伦贝尔市景区景点单
日人流量历史新高。在此期
间，全市旅游总收入约4.3亿元
（同比增长121.5%），赏花季活
动实现了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进一步擦亮了“北国江
南、塞外苏杭”的金字招牌。

“十三五”以来，扎兰屯市
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融
合，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
元，位居呼伦贝尔市第二位；电
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14 亿元
……这里，因生态而特、因生态
而优，绿资源和“热”经济比翼
齐飞。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韩 冷 吴玉潭

滑雪爱好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金龙山

滑雪场滑雪。 韩 冷摄

扎兰屯市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昔日荒山变成今日花

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欣赏杜鹃花。 韩 冷摄
扎兰屯市依托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规划河西“扎兰小镇”休闲

区，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 赵雁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