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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保明

□ 任阿龙

作为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的生态功

能区，内蒙古森林、草原、湿地、河流、

湖泊、沙漠、戈壁等生态种类一应俱

全。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湖泊，

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荒漠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维系生态平衡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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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明珠”一度

蒙尘。近年来，内蒙古对“一湖两海”

问题痛下决心，由内蒙古自治区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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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水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进

行“一湖一策”生态环境治理，并从“治

湖泊”向“治流域”转变，使“一湖两海”

重现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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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问题 真抓实干

2012年，历史上最大水面面积曾

达2339平方公里、蓄水量达144亿立

方米以上的呼伦湖，湖面面积缩减至

1759平方公里，蓄水量下降到40亿立

方米。一个时期以来，乌梁素海接纳

了河套灌区90%以上的农田灌溉退水

和流域内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随着

污染物产生量大幅增加，湖区受纳水

体变得成分复杂，水质恶化，生态功能

退化。10年前，乌梁素海污染达到顶

峰，湖区暴发大面积黄苔，周边流域内

沙漠侵蚀、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等问题

相互叠加，整个流域生态系统遭到破

坏。2005年~2014年的监测数据显

示，湖区水质一直徘徊在劣Ⅴ类。与

此同时，岱海也在“缩水”，2005年~

2014年的10年间，湖面面积年均缩

减2.66平方公里。

“一湖两海”的污染状况牵动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心。2018年全国两

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要加快呼伦湖、乌梁素

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2019全

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抓好内

蒙古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的生态综

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最好的落实，就是真抓实干。为

擦亮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这几颗草

原上的“明珠”，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

牵头建立“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厅际联

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呼伦湖41个项

目、乌梁素海34个项目、岱海21个项

目的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工作，由自治

区党委书记担任第一总河湖长，自治

区主席担任总河湖长，党委副书记担

任岱海湖长，常务副主席担任呼伦湖

湖长，分管副主席担任乌梁素海湖

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

主席布小林多次实地察看治理情况，

对做好治理和整改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

府出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一湖两海”生态环境治理重要批

示重要指示精神的实施方案》，细化

任务分工，明确落实责任，扎扎实实

推进各项工作。

充分论证 科学治理

2020年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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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工，工

程建设任务是自黄河干流取水补给岱

海流域。该工程为跨流域生态补水工

程，输水管线横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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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线

路总长约131.57公里。工程取水口位

于托克托县的头道拐与清水河县的喇

嘛湾之间黄河河段左岸，设计引水流

量每秒3.02立方米，年取用黄河水量

最大不超过4466万立方米，年最大补

水天数为180天。工程建成后，可显

著改善岱海水生态环境。

在乌梁素海湖区，自 2018 年以

来，每年利用黄河凌汛期和灌溉间歇

期进行生态补水约3亿立方米以上，

同时实施人工湿地构建、湖区网格水

道、排干沟净化等工程，促进水体循

环，改善湖区水质。呼伦湖治理则启

动了总投资10亿元的10个项目，处

理流域生活污水，实现再生水回用。

“绿水保卫战”打响之后，内蒙古

在充分论证“一湖两海”水质变化成因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因素和治理

规律，提出了“稳定水量、改善水质、提

高环境质量”的总体治理思路，在生态

环境厅、水利厅对水质水量研究结果

的基础上，经权威机构论证后，对治理

目标、治理项目等进行了科学调整，对

原“一湖两海”治理规划进行了修编，

并由自治区政府批复。

为更深入地推进科研工作，成立

了呼伦湖研究专门机构——呼伦贝尔

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

院，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等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组建了“呼

伦湖院士工作站”“呼伦湖草原生态试

验站”“呼伦湖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研究站”等研究机构，为长期监测与研

究呼伦湖生态环境提供了高水平合作

平台；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权

威科研机构开展了“呼伦湖水环境问

题诊断及背景值研究”“呼伦湖水环境

质量及水生生物调查”等科研项目。

同时，成立了乌梁素海综合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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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巴彦淖尔市生态治理和绿

色发展院士专家工作站，为乌梁素海

生态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内蒙古不断完善“一湖两海”综合

治理规划，使其更符合实际、更具操

作性。据了解，“一湖两海”生态治

理规划总投资98亿元的各类项目均

按计划快速推进，目前已完成投资

82亿元。

系统推进 标本兼治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

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

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

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

坏。”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珠

说，“一湖两海”生态治理必须坚持系

统思维，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应实

施全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由

单纯的“治湖泊”向系统的“治流域”转

变，探索一条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相

结合的路子。

在乌梁素海生态治理上，在流域

上游乌兰布和沙漠累计完成防沙治沙

面积109万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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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城镇和工业园区，开展点源污染治理，

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中水回

用，最大限度减少对乌梁素海的污染；

在河套灌区，全面开展控肥、控药、控

水、控膜“四控”行动，引导企业和农民

绿色生产。

自2020年起，呼伦湖已从休渔限

产转向全面禁止商业捕捞，累计发放

奖补资金15.37亿元，将呼伦湖周边的

1268万亩草原列入禁牧范围、4365万

亩草原列入草畜平衡范围，有效保护

了环湖天然草原。呼伦湖周边沙地治

理面积累计超过70万亩，环湖周边土

地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因海而

生、依海而兴的京能集团内蒙古岱海

发电有限公司作出所有机组不再使用

岱海湖水的承诺。为完成“水冷改空

冷”综合改造，公司先后投入资金近

30亿元，涉及锅炉、汽机、热控、环保

等多个系统。

“一湖两海”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乌梁素海总体水质由劣Ⅴ类稳定提高

到Ⅴ类、局部优于Ⅴ类，呼伦湖、岱海

水质除化学需氧量、氟化物、高锰酸盐

指数外，其他指标均达到地表水Ⅴ类

及以上标准。呼伦湖湖面面积已由低

谷时的1759平方公里恢复到2050平

方公里，乌梁素海、岱海湖面面积均稳

定保持在合理区间。

□ 赵立东

2019年 8月印发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意见》对深圳提出了五大战

略定位，其中之一是“民生幸福

标杆”。具体内容是：构建优质

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

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

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

有宜居、弱有众扶。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特

殊教育事业。2017年 7月，教

育部等七部门发布实施《第二

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

2020年）》，对四年的特殊教育

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深圳市

福田区依据《残疾人教育条例》

和国家、省、市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积极推进区属特殊教育发

展。早在2016年7月，福田区

就成立了第一所区属特殊教育

学校——竹香学校，并在竹香

学校挂牌成立福田区特殊教育

指导中心，积极倡导大融合教

育理念，构建特殊教育新生态。

“融合教育已成为世界潮

流，它更强调身心障碍学生与

普通学生物理环境的融合。我

们认为，身心障碍学生与普通

学生心理环境的融合才是融合

教育的根本。我们除了要做好

普通学校内部的融合教育，更

要致力于普通学校与特殊学校

之间的‘普特’融合、社会层面

人与人之间的‘普特’融合，这

样才能真正为特殊孩子的未来

发展奠基。”福田区特殊教育指

导中心（以下简称“指导中心”）

主任、竹香学校校长黄木生如

是说。

据了解，福田区已有37所

普通学校建成资源教室，通过

赴外定点招聘、面向社会招聘、

购买服务等方式配齐专职资源

教师。指导中心在普通学校积

极推行专业的个别化教育，通

过项目选择方式提供理念宣

讲、个案指导、教师培训等多方

面的融合教育服务，贯彻落实

“一人一案”要求，着力提升随

班就读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实

现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教育

融合。

一位家长听了指导中心副

主任郑智在一所普通学校的宣

讲之后深有感触地说：“郑老师

的讲座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

我们领悟到，面对特殊孩子，不

需要纠结与忧虑，而需要悦纳

与包容，做孩子坚强的后盾。”

指导中心不仅为普通学校

提供融合教育服务，还将竹香

学校申请为义工服务点，已接

待多批次普通学校领导、教

师、学生的访问和义工服务，

福田区梅林中学、福田区华强

职业技术学校义工队为竹香

学校服务已成常态。让普通

学校师生走近特殊孩子、了解

特殊教育，既能更好地普及融

合教育理念，又能提升师生的

道德修养。

同时，竹香学校也有计划

地安排教师到普通学校交流跟

岗，充分了解普通学校课程标

准、教材特点及教育教学模式，

切实加强普通学校融合教育指

导的针对性、灵活性。这种双

向的交流，有效促进了双方特

殊教育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双

方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建

立起普通学校与特殊学校之间

的融合教育新生态。

为了促进社会层面人与人

之间的“普特融合”，不断提升

人们对特殊群体的了解、接纳

与支持度，福田区教育局实施

了三大举措。

一是在辖区内民办康复机

构挂牌成立特殊教育学校分教

点，开设培智学校义务教育一

般性课程，并为分教点具有福

田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建立

国家学籍，通过政府采购方式

引进社会力量实施送教上门服

务，既满足了学生多样的就学

需求，也大大增进了社会对特

殊群体的了解。

二是在竹香学校网站、公

众号设置“特教之窗”栏目，打

开这个栏目，可以看到所有与

特殊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政

策制度，还有特殊孩子识别与

家庭教育、各相关办学康复评

估机构的特色及联系方式，为

特殊群体提供教育支持。

三是通过福田教育网、公

众号及竹香学校网站、公众号

扩大特殊教育的影响力，让广

大民众了解特殊教育、接纳特

殊群体。竹香学校自2016年开

办以来，得到很多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慈善捐助，传递真情的

同时，也充分体现出社会层面

人与人之间的“普特融合”得到

有效促进。

福田区委教育工委书记、

区教育局局长田洪明说：“所有

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

愿望：让特殊孩子被接纳，得到

更多的关爱与支持，更好地成

长、康复并融入到社会中去。

办好特殊教育是我们共同的责

任，倡导并践行大融合教育理

念也是福田的担当。”

（本文配图由深圳市福田区

竹香学校提供）

经过治理的呼伦湖水更清了，鸟更多了，环境更美了。 蒋希武 摄

从从““治湖泊治湖泊””到到““治流域治流域””““一湖两海一湖两海””重现勃勃生机重现勃勃生机
内蒙古通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内蒙古通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加强水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进行进行““一湖一策一湖一策””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治理，，

呼伦湖呼伦湖、、乌梁素海乌梁素海、、岱海等湖泊水质指标总体向好岱海等湖泊水质指标总体向好，，野生动植物种类稳步增加野生动植物种类稳步增加，，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倡导大融合教育理念 构建特殊教育新生态
——深圳市福田区积极推进特殊教育发展纪实

福田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对普通学校进行个案指导

竹香学校领导、教师到分教点调研

福田区副区长孟漫（左五）、区教育局局长田洪明（左四）等领导为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

竹香学校揭牌

福田区梅林中学义工队到竹香学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