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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护黄河岁岁安澜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3月底4月初，黄河

内蒙古段，河畔桃花灼灼，鸟鸣啁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灵动画卷色彩斑斓。

黄河流经内蒙古7个盟市，长度843.5公
里，流域面积15.19万平方公里，沿线有草原、湿
地、河流、湖泊、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类型，是
构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

今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
护法》施行两周年。两年来，内蒙古依法治河，
持续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流域内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
动能澎湃。

治黄先治沙
“良方”守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春风拂过，毛不拉孔兑综合治理区内，星

星点点的绿色染上枝头。
“一碗黄河水，半碗黄泥沙。”黄河内蒙古

段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集中、危害最严
重的区域之一。十大孔兑为10条季节性山洪
沟，均为黄河一级支流，过去多年向黄河输沙，
造成该段黄河河床逐年抬高形成悬河，凌汛期
河水出岸时常发生，严重威胁黄河安澜及沿线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毛不拉孔兑是鄂尔多斯
市十大孔兑中直接入黄的一条一级支沟，不仅
是鄂尔多斯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之一，也
是沙尘暴的重要源头。毛不拉孔兑周边地段
多属丘陵地形，沟壑纵横、地貌复杂、土质疏
松、易受侵蚀。缺水少绿导致土地利用难度
大，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极为脆弱。加之其主
沟穿越库布其沙漠，泥沙含量大，洪灾频发，严
重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为守护黄河安澜，调节黄河水沙关系，鄂
尔多斯市开展十大孔兑全流域综合治理，按照

“一沟一方案”“一户一办法”的原则，对十大孔
兑一条一条“开方治病”。

2024年5月，杭锦旗水土保持淤地坝占补
平衡试点项目启动。“该工程增设排洪设施有
效提升了区域防洪能力，降低了洪水对周边生
态的破坏风险；坝地盐碱化防治改善了土壤质
量，为植被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林、灌、草、药

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不仅起到了防风固沙、保
持水土的作用，还净化了空气，丰富了生物多
样性。”杭锦旗水利局副局长王学平说。

黄河宁，天下平。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
把治理黄河水害摆在重要位置，从20世纪五六
十年代便开始兴建大型水利控制性工程和中
小型水库，先后建成三盛公水利枢纽、海勃湾
水利枢纽等工程，并通过实施黄河防洪一期、
二期以及重点支流治理等工程，初步形成由水
库、枢纽、堤防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建成6
个应急分洪区，极大缓解防凌防汛压力。2021
年开始，内蒙古全面推进黄河河道有关问题整
治工作，并将其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对黄河滩区进行分区整治。《中华
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施行以来，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进入新阶段。

黄河保护法明确，国家鼓励、支持开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沙运动与调控、防沙治沙、泥沙综合利
用、河流动力与河床演变、水土保持、水文、气
候、污染防治等方面的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加
强协同创新，推动关键性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这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
保障。

用好每滴水
盘活黄河流域水资源

春灌时节，位于河套灌区的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头道桥镇黄河村甜糯玉米现代化产
业园，引黄滴灌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备受青
睐。产业园中内蒙古沃原农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郭晓英介绍，引黄滴灌水肥一体化灌
溉技术的推广使用，不仅大幅节约了水资源，
还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过去作物生
育期每浇一轮水每亩需要用水100立方米，每
年至少浇4次。现在，通过滴灌技术，每年灌溉
10次，每次用水20立方米，节水率高达50%。

农业是用水大户，节水潜力也最大。作
为黄河流域水资源比较紧缺的地区之一，内蒙
古先后制定出台解决“大水漫灌”问题促进农

业节水增效、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一盟（市）
一策”等政策性指导文件，不断推进节水体制
机制创新，增强农业节水内生动力，实现增产
增效不增水。还出台了《农业灌溉用水精准补
贴和节水奖励办法》，引导各地加快建立农业
灌溉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如今，内蒙古黄河流域大中型灌区全部
办理了取水许可并实现取水口在线计量，具备
了斗口计量能力，实现“按量收费”。

内蒙古黄河流域缺水，其中工业缺水
10.49亿立方米。在水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之
间，内蒙古选择“节流”和“开源”做好工业领域
节水文章。

在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重点用水行
业大力推进节水技术改造。2024年，内蒙古在
黄河流域重点推进节水技术改造项目38个，节
水量480万立方米。

内蒙古还积极鼓励工业企业采取更新节
水工艺技术装备等科技节水途径，提升工业用
水效能。编制更新《内蒙古自治区工业领域重
点绿色低碳技术推广目录》，累计推广冶金、化
工、建材、通信等行业116项节水技术装备。

在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灌区，由神华
乌海煤焦化公司出资，对30多公里的农田灌溉
土渠渠道进行衬砌节水改造。改造后，农田亩
用水量由513.5立方米减少为283.3立方米。

“通过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盘活水资源存
量，企业发展也越来越有底气。”国家能源集团
煤焦化公司西来峰甲醇厂生产设备技术部部
长雷志林介绍，巴音陶亥灌区渠道进行节水改
造后，将农业节约的695万立方米黄河水转让
用于工业生产，农户、企业都得到了实惠。

流域综合治理
沿黄地区吃上“生态饭”

候鸟北迁之际，在呼和浩特市大黑河河
畔，云水相映成趣，水鸟在空中盘旋，一幅春和
景明的美好画卷。

黄河治理，根在流域。过去，黄河一级支
流大黑河周边乱搭乱建、乱排乱放等情况时有
发生。大黑河综合整治工程实施后，河道空间

活力提升，城市发展空间得到拓展，市民有了
消闲的好去处。

守护黄河秀美安澜，法治是重要保障。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完善治理体系，采取多项
措施，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开发
和综合治理，有力推动黄河流域水生态持续改
善，内蒙古黄河流域“外在颜值”和“内在气质”
显著提升。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内蒙古以“一河一
策”净化黄河“毛细血管”，实现黄河流域河湖
管护责任全覆盖。截至目前，连续4年对黄河
干流河道实行分区管控。2024年，向乌梁素海
补水3.76亿立方米、岱海补水2326万立方米、
东居延海补水4447万立方米。

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从2月底开
始，黄河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段沿岸湿地陆续迎
来3000多只候鸟经此歇脚。成群的天鹅、灰鹤
等候鸟，为春日湿地带来蓬勃生机，也吸引了
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好转，人们意识到好
生态才是铁饭碗。化肥农药使用减少，水资源
节约力度加大，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很多地方
开设农家乐、牧家游，沿黄地区老百姓吃上了

“生态饭”。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镇小滩子

村，每逢旅游旺季，游客们都会来到这里的黄
河稻渔生态观光园，沉浸式体验乡村休闲旅
游。

“环境变好后，大家都愿意来吃开河鱼。”3
月25日，来准格尔旗游玩的吕丽兴致盎然地
说。

家住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乌
苏荣贵嘎查的牧民代青照日格，将自家的10个
蒙古包及6间平房翻新，打造成了民宿酒店与
牧家乐餐厅。他说：“近年来，额济纳旗独特的
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数量逐年攀升，自家的收
入也在增加。”

黄河滔滔，奔流入海。守护母亲河，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内蒙古从未停止努
力的脚步。 （张慧玲）

今年第一季度，内蒙古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62.4 万
人次，同比增长35.6%；检查交通运
输工具15.8万辆（列）次，同比增长
32.7%，双项指标均刷新口岸开通
以来最高记录。

该站不断创新勤务模式，持续
推广“边检通”备案预约服务平台应
用，针对旅游团、商务旅客等群体开
通专用通道，提供“分类分流”“前置
预检”服务，结合口岸高峰期间通关
数据和规律特点，推进“两公布一提
示”预告服务，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行
程、错峰通行，确保出入境旅客和车
辆有序便捷通关。

郭鹏杰 胡富国 摄

二连浩特口岸一季度
通关人次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