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伦湖、乌梁素海、
岱海是内蒙古重要的
三大淡水湖，在调节
气候、修复生态、涵
养水源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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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任阿龙

在内蒙古发改委主任龚明珠的

案头，关于“一湖两海”生态治理的材

料一直放在离右手最近的位置。“今

年是‘一湖两海’综合治理攻坚年和

主要项目完成年，要扎实推进修编后

的规划任务，加快引黄济岱、呼伦湖

二期工程、乌梁素海生态修复等项目

建设进度，确保所有项目按期完工。

要加强‘一湖两海’水体水质研究，提

前谋划下一阶段治理措施，围绕稳定

水量改善水质，持续推进治理工作，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龚明珠

如是说。

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是内蒙古

重要的三大淡水湖，在调节气候、修复

生态、涵养水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此前，由于自然原因和人为因

素，“一湖两海”出现不同程度的湖面

缩减、水质变差等问题。近年来，内

蒙古对“一湖两海”问题痛下决心，以

内蒙古发改委牵头，会同相关厅局及

地方党委、政府，通过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和有效保护，进行“一湖一策”生态环

境治理。

回首来路，才知晓究竟走了多远；

亲历攻坚，才明白付出的意义所在。

目前“一湖两海”水质指标总体向好，

野生动植物种类稳步增加，生态环境

逐步改善。

呼伦湖
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随着气温回暖，五月的呼伦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管护站辖

区内，疣鼻天鹅、大天鹅、小天鹅、鸿

雁、灰雁、豆雁、绿头鸭、赤麻鸭等迁

徙候鸟聚集在水面上捕食、嬉戏，为

沉寂了一冬的呼伦湖保护区增添了

无限生机。

这一切，得益于呼伦湖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各类项目的扎实推进。

2018 年，呼伦湖综合治理一期

工程18项治理项目全部完成，累计

完成投资12.08亿元。在此基础上，

启动了综合治理二期工程建设，完成

了呼伦湖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河

滨湖滨缓冲带以及生态脆弱区446

户居民的生态移民；累计治理环湖

周边及主要入湖河流上游沙化土地

69万亩；将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

策落实范围向呼伦湖周边重点倾斜，

环湖5633万亩草原已纳入禁牧或草

畜平衡范围。从2018年至今，累计

拆除呼伦湖保护区内106处违规生

产经营设施，多种举措有效减少人类

生产生活对于流域生态环境的干扰

和影响。

铺设管道、挖土填埋……连日来，

牙克石市尾水生态综合利用工程、陈

巴尔虎旗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

新巴尔虎右旗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等

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

现场，已呈现出一派忙碌景象，工人

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施工。据了

解，计划总投资17.82亿元的呼伦湖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二期13个项目已

全部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2.37亿

元，其中7个项目已完成主要建设任

务，其余6个在建项目正在按计划开

工建设。

目前，呼伦湖生态综合治理取得

阶段性成效。水清了，鱼多了，保护区

的动物种类也在稳步增加。

岱海
内治与外引相结合

日前，经内蒙古发改委批复，内

蒙古2020年重点项目，岱海生态应

急补水工程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

苏木镇弓坝河水库下游右岸滩地开

工建设。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位

于黄河干流头道拐水文站下游约21

公里处左岸托克托县境内的蒲滩拐

新建取水泵站，设计引水流量每秒

3.02立方米。工程采用“三级加压+

两级重力自流”的输水方式，输水管

线横跨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和

林格尔县以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

最终接入弓坝河后入岱海，工程输水

线路全长131.57公里，属于跨流域生

态补水工程，建设任务是自黄河干流

取水向岱海补水，实现遏制岱海湖面

面积急剧萎缩和改善湖水水质的目

标，带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工

程建设投资27.66亿元，施工总工期

32个月。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加快岱海水

生态治理项目前期工作进度，以“外

引内治”为主导，持续推进“两节两

补两恢复”保护措施，并制定加快推

动实施“引黄济岱”工程，从根本上

解决岱海水生态问题，全力推进岱海

水生态综合治理。其中，对岱海电厂

现有机组进行综合升级改造，改造后

的机组使岱海电厂年总耗水量从

1200多万立方米减少至280万立方

米,比改造前净减少约1000万立方

米,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的库容

量。经过持续整改，岱海流域水生

态综合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湖

面面积首次出现不缩减，水质恶化

趋势得到控制，水量及地下水位有

所升高，生态状况得到初步改善。

“内治”只能治表，如果没有充足的

外源补给，岱海很快面临干涸的危

险；“外引”才能治本，唯有对岱海

进行生态应急补水，才能从根本上

拯救岱海。2019年，岱海水生态保

护规划修编后，实施了水量保障、

水质治理、水保防护、管理体系建

设与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23项，累

计完成退灌还水21万亩，封停机电

井 667 眼；完成了永兴湖向岱海补

水工程项目。今年以来，岱海水生

态综合治理思路由“一湖”治理转

向流域治理，治理范围由岱海及周

边 200 多平方公里拓展至凉城县岱

海流域近2000平方公里，治理方式

由“内治为主”转向“内治与外引相

结合”。

乌梁素海
“治湖泊”转向“治流域”

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者深刻认识到，

乌梁素海污染问题在水里，成因在岸

上。为此，发改委调整确定了把乌梁素

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

体，统筹推进全流域生态修复、综合治

理和保护开发。坚持“湖内的问题、功

夫下在湖外”，由单纯的“治湖泊”向系

统的“治流域”转变。

在流域上游乌兰布和沙漠，近年

来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 108.7 万

亩，在乌兰布和沙漠东缘更新重建长

154 公里、宽 50多米的防风固沙林

带，有效遏制了沙漠东侵。积极引

进国际先进的治沙技术，建设集防

沙治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孵

化、农艺培训、试验示范等功能于一

体的中国-以色列（巴彦淖尔）沙漠综

合治理示范区，各项前期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

在城镇和工业园区，开展点源

污染“零入海”行动。2018年以来，

巴彦淖尔市积极推进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加快中水处理厂建设，同

时，加大污水管网和中水管网铺设

力度，大力推进中水回用，充分挖掘

中水回用潜力，尽最大可能将中水

用于工业用水、园林绿化、景观用

水、城市杂用水，其余部分进入人工

湿地净化后通过各级排干沟再进入

乌梁素海。

在河套灌区，全面开展控肥、控

药、控水、控膜“四控”行动，推广使用

有机肥、无公害农药和国标地膜，引导

企业和农民绿色生产。

在乌梁素海湖区，实施生态补

水、入海前湿地净化、网格水道、芦

苇加工转化等工程，促进水体循环，

改善湖区水质。实施乌梁素海流域

生态环境基础数据采集项目，在原有

20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基础上，新

建18个站点，通过38个点位对各排

干沟入总排干口、人工湿地、乌梁素

海周边入海口等重要节点进行实时

监控，摸清流域内各个控制单元面源

污染情况及对乌梁素海水质的影

响。截至目前，已建成14个站点并

投入运行。

在湖区周边，强力推进乌拉山生

态修复和乌拉特草原自然修复。果断

关停整顿了一批破坏生态、违法违规

矿山企业，通过料堆削坡整形、采坑回

填、撒种草籽和植树造林等措施进行

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围绕强化保障措施，内蒙古成

立了乌梁素海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乌梁素海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组建了乌

梁素海生态保护中心，重点开展乌

梁素海综合治理的协调、调度工

作。制定了乌梁素海综合治理的实

施意见和13个配套办法，为推进乌

梁素海综合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委托中国环科院对《乌梁素海综合

治理规划》开展了中期评估及修编，

先后 4 次组织对《乌梁素海综合治

理规划（修编）》进行了研究审议，

《乌梁素海综合治理规划（修编）》共

包含5大类34个项目。

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

乌梁素海，天蓝水碧，草木葱茏。家

住乌梁素海附近的赛音呼都格嘎查

牧民刘秀珍，每天早上都要跟嘎查牧

民们相约到此晨练。而前些年这里

却是另一番景象。“以前水面被黄藻、

芦苇覆盖，一到汛期就是臭味。如今

大变样，水清了，鱼多了，鸟也来了。”

刘秀珍感叹。

（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内蒙古：打好打赢“一湖两海”生态治理攻坚战

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开工

呼伦湖晨光

晚霞中的乌梁素海

呼伦湖群鸟聚集不断改善的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环境 蒋希武 摄

呼伦湖——候鸟天堂 蒋希武 摄

岱海 邢俊峰 摄

乌梁素海的疣鼻天鹅 乌梁素海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