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要看到書本中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的畫面，在敕勒川已經
變得觸手可及。這片距離城市最近
的草原被呼市人民稱為 「青城的後
花園」 。敕勒川的發展卻並非一帆
風順。沙石滿地，土地撂荒、黃沙
飛舞是曾經敕勒川的真實寫照，耳
熟能詳的古詩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也是如今敕勒川
的畫像。

「飛播」種子治理退化草場
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如何實

現的呢？2012年以前，由於自然
和人為因素的影響，敕勒川的生態
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2012
年，蒙草種業中心開始負責敕勒川
草原的綜合治理工作，在九年的時
間裏，敕勒川草原植物從播種時的
20種自然恢復到60多種。據蒙草集
團品牌負責人陳睿鈺介紹，蒙草集
團先在當地建立研究院，通過大數
據平台調取區域內植被情況，進行
專項研究。

蒙草集團官網數據顯示，目前
已收集到有地理標記的鄉土植物種
質資源1694種，共4.2萬份；標本
4000種，近10萬份；土壤140萬
份；審定國家及自治區草品種25
個，獲國家植物新品種權4項。

目前環境治理取得的成果與前
沿技術的應用密不可分。市林草局
辦公室的邢小鳳告訴記者，退化草
場的治理主要通過 「飛播」 、 「谷
播」 和人工播種，針對地區大的草
場， 「飛播」 被廣泛採用。 「飛
播」 的種子十分特殊，它們擁有彩
色包衣。其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塗
料有一定的重量，能讓種子更好的
扎根土壤，提高種子的存活率。第

二，種子的彩色包衣具有顯明的顏
色方便識別，且具有輕微毒素，這
可以有效避免種子被動物吃掉。

村民讚環境保護成果
生態治理不僅改善了的敕勒

川環境，同時也帶領了當地
的村民走上了脫貧致富的
道路。為了了解生態
治理前後村民生活的
變化，記者在當地
採訪了當地村民任
大爺， 「以前這土
地種糧，土越來越
鬆。如今種草，土
不僅越來越好，還有
利於環保，多好！」
任大爺笑着說。任大爺
目前的收入由三部分組
成，分別是國家佔用土地的補
償；蒙草工作的工資；蒙草租借任
大爺家中房屋的租金組成。當記者
問任大爺為什麼選擇加入蒙草成為
職工？大爺說祖上一直都守護着這
片土地，這裏是他的根，他想留在
這裏。同時也響應國家，保護了環
境，生活質量也得到提高，所以才
主動加入了蒙草，成為一名優秀的
園林綠化員。

9月17日，2021范長江行動雲
採訪內蒙古行大型活動在呼和浩特
的敕勒川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舉辦。
活動中，同學們先後走進蒙草種業
中心，參觀了具備國際水平的特色
鄉土植物種質資源庫──小草諾亞
方舟，了解鄉土植物種質資源科研
成果。此次活動，同學們認識到了
建黨百年來內蒙古地區取得的偉大
成就，了解了傳媒工作者的使命和
責任，同時開拓了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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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九載治理 重現綠色海洋
科技助生態恢復 帶動村民致富

9月17日， 「2021范長江行動」 內蒙古
雲採訪活動在呼和浩特市啟動，內蒙古和
香港學子通過雲互動的方式走進蒙草種植
中心和敕勒川草原。敕勒川本是天然草
原，由於自然和人為因素變為沙漠。2012
年開始，經過九年的生態治理，沙漠重新
變成了綠洲。2012年，蒙草種業中心開始
負責敕勒川草原的綜合治理工作，通過
「飛播」 、 「谷播」 和人工播種的方式恢
復生態環境。環境的恢復同時也為當地的
居民帶來了收入。據當地居民介紹，他們
不僅有國家佔用土地的補償，還能在蒙草
集團工作獲得收入，日子越過越好。

大公報實習記者
吳曉涵、何雨晨、杜傑、陳禧龍報道

2021年

內蒙古雲採訪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杜傑報道：截止2020年末，呼
和浩特全市森林面積達到594萬畝，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

到49.74%，從未發生重特大森林火災和人員傷
亡事故。據呼和浩特市林草局辦公室的邢小鳳

和呼和浩特市烏素圖國家森林公園建設養護
中心吳金泳介紹，森林草原的防火防災工
作，重在監控與預防，而呼和浩特採用
「科技全覆蓋」 與 「人工管重點」 相結
合的監管方式有力地防止了火災的發
生。

科技全覆蓋，就是充分利用雲計算、
物聯網、大數據等信息資源開發利用技

術，快速掌握林地的位置、面積等基本情
況，在野生森林草原區安裝74個紅外相機、10
套視頻監控作為動物監測和防災減災的重要手
段，在全市有170餘個防火實時監控，有效提升
森林火險防控科學化水平。
每一片森林草原都有專人管理負責，並為全市

1750名巡護人員配備手持移動設備和巡護系統
APP，對其巡護軌跡進行實時監控、實時連線，
實現現場情況直接上報，及時分析、迅速處置。

耐壓草坪可承受大巴重量
【大公報訊】實習記

者宋時羽、伊琳娜報道：
2002年，已經工作了近
30年的內蒙古農業大學植
物學教授王六英（小圖）退
休後，接受了蒙草種業集團的聘
任。從2002年到現在將近20年的
時間，王六英教授一直堅持在植
物學標本鑒定的一線。

正是由於像王六英教授一樣
的人的努力，敕勒川才能從荒漠
重新變為綠洲，也讓保護環境的
技術不斷進步。在內蒙古蒙草生
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記者見到
了 「小草特種兵」 ，這也是保護

環境所研發出的產品，現在
像地毯一樣遍布於停車場、
人行道等公共區域。有實習
記者親身感受小草的觸感後

說， 「我摸了一下，它比平常
的草要硬一些，就像男生的頭髮
一樣，摸一下就會馬上彈起
來。」 經改良的小草摸上去會有
一種輕軟的感覺，實際上它十分
堅韌，能夠承受五十輛空載大巴
車的重量。

據悉，蒙草的耐壓草坪選擇
耐踩踏草種，運用合理的種植結
構，通過了國際彈力測試、抗壓
能力測試以及耐踩踏能力測試。

智慧林草大數據
築牢北疆生態防線

草原生態旅遊 多姿多彩體驗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陳禧龍、李

伊報道：敕勒川國家草原自然公園，是
中國首個國家草原自然公園試點項目。

以觀光，馬術表演，沉浸式互動體驗，
休閒娛樂為重點項目，目前仍然在不斷
地開發和推出新項目以供遊客體驗。

作為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 「後花
園」 ，這裏兩年前也曾是一片草原退化
的荒漠，而如今這裏已成為一片 「綠色
海洋」 的生態公園。如今的敕勒川草原
不僅實現了生態的恢復，還在此基礎上
發展起了自然草原生態旅遊項目，開展
了諸多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如 「昭君

文化節」 「敕勒川旅遊文化節」 等特色
活動，還攜手華誼兄弟影視公司建造起
了敕勒川新劇場等。

據呼和浩特文化旅遊廣電局局長四
級調研員燕建平介紹，敕勒川國家草原
自然公園的發展主要方向就是以生態建
設為主目標，以保護環境，恢復草原生
態多樣性等為主要任務，進行可持續的
生態旅遊建設，同時未來還將開發更多
的旅遊項目。

綠色礦山工程 發展保護兩不誤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澤桐報

道：談及礦山， 「開採」 「污染」 等詞
彙總與之相伴，但蒙草集團通過 「綠色
礦山」 工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保護
了環境，沒有讓污染隨着礦山開採出
現。

蒙草集團品牌負責人陳睿鈺告訴記
者， 「綠色礦山」 工程以礦山修復為
主，包含兩方面舉措：一是對於正在開
發、具有企業歸屬的礦山，由開發企業
提交保證金，作為後期生態治理維護成

本；二是針對歷史遺留問題，政府統籌
規劃，蒙草集團提供技術，與曾經的開
礦企業合作，共同進行礦山修復。

「綠色礦山」 作為複雜的系統工
程，代表一個地區礦業開發利用總體水
平和可持續發展潛力，強調維護生態環
境平衡，對企業實力和良心均提出嚴苛
要求。蒙草集團作為龍頭企業，積極開
拓創新，探索研發生態修復技術，推進
生態產業發展。一面由 「紅黃瓶裝種
子」 匯聚成的黨旗掛在種業中心大廳，

蒙草人以身作則，不負總書記囑託，用
行動踐行 「紅色種子，綠色先鋒」 的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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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草種植中心的抗壓草坪中立着 「走路草坪，
歡迎踩踏」 八個字。 大公報實習記者伊琳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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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范長江行動」 內蒙古雲採訪的香港會場，香港
師生正與內蒙古學子直播互動。 大公報攝

▶內蒙古學子聽工作人員介紹不怕踩踏的小草。
大公報攝

▼▼呼和浩特文化旅遊廣電呼和浩特文化旅遊廣電
局局長四級調研員燕建平局局長四級調研員燕建平
給同學們介紹草原旅遊的給同學們介紹草原旅遊的
情況情況。。 大公報攝大公報攝

▲ 內蒙古分
會場啟動儀
式與會人員
合影。

大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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