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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一大早，呼和浩特市清
水河县北堡乡护林队长李美存前往位
于杨家川大河南面的管护区。“局里刚
发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排查林地病虫鼠
害情况，74名护林员已全部上线……”
58岁的老党员李美存熟练地操作着手
机，向记者展示。

“坑再挖得深一些，树根才能舒展……”
赤峰市敖汉旗林草局派出的包联敖润
苏莫苏木工作队长孙海波，边挖土边
指导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我们在林下套种银杏树
1000余亩，预计10月份采摘鲜叶时，
亩产可达到500斤。”在兴安盟突泉县，
通过发展特色林下种植、养殖产业等
林下经济，实现了“生态+产业”双赢。

仲夏时节，自然万物拔节生长。
一棵棵树苗在工人们的精心栽植下，
生根发芽；一片片树林在护林队伍的
呵护下，枝叶繁茂。近年来，内蒙古各
地坚持将保护草原森林作为首要任
务，把防沙治沙作为主攻方向，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区扩
绿增绿力度持续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精心组织
实施重大生态工程，累计防沙治沙
1.48亿亩、营造林1.37亿亩、种草3.36
亿亩，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持续

“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续“双减
少”，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祖国北疆这
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

有人植绿，有人护绿，有人享绿，
辽阔的北疆大地，久久传唱“绿色”故事。

“从2月份开始，我们就抽调43名
技术骨干组成10支工作队，下沉到18

个乡镇苏木街道、4个国有林场生产一
线，展开全程质量跟踪和技术指导。”赤
峰市敖汉旗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
未来。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赤峰市
目前完成防沙治沙27.72万亩，包括人
工造林、封山(沙)育林、退化林修复、围
栏封育、工程固沙和光伏治沙等工程。

“种上树，环境更好了，空气更清
新了，管护森林也是一种享受。”李美
存抚摸着碗口粗的油松树干动情地
说，“这片树林是2002年开始种植，为
了防止人为破坏和牲畜啃食，多少年
我们就在边上守着。”看着这片郁郁葱
葱的林海，李美存很有成就感。

北堡乡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东南部，气候干旱少雨，苗木成活率极
低，在陡坡上种树要先把石头刨开才
能看见土层，所以抚育好、管理好这来
之不易的600多亩林海是全县林业系
统的重任。为了构建起全覆盖、网格
化的森林资源管理网络，清水河县林
草局把全县149.94万亩林地划定为
405个管护责任片区，一个片区就是
一个护林员的责任管护范围，使片区
成为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的基本单元。

“护绿就是要加强林草资源保护，
做好国家和地方公益林、禁牧休牧管
理工作，保证管护区域内的森林、草原
不受破坏，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
果。”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
草原资源防护科科长冯伟说。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维护森林管
护体系建设，呼和浩特市基本形成了
旗、乡镇、村三级管护网络。通过人工
看护、林政管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

治等措施，森林案件发生率显著降低，
人畜破坏林木现象减少，基本遏止了
乱砍滥伐、火灾和病虫害的发生，森林
管护取得了明显成效。

绿色是生态的本色，也是发展的
底色。“绿色家底”越厚实，发展的质量
就越高、后劲就越足。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通过发展
林下赤松茸种植，成功将沉睡的林地
资源“唤醒”。去年，该县向阳峪镇太
平山村，将50亩杨树林用来种植赤松
茸，今年即可采摘两茬。阿荣旗具有
林地优越和土壤肥沃等自然优势，全
县将通过种植羊肚菌、紫花脸、榆黄
蘑、木耳等特色菌类，带领更多的群众
发家致富。

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发来甸
子村村委会东山坡上，900余亩的山
杏林经过一个多月人工嫁接大扁杏枝
条，老树重新焕发了活力。预计4年
后开始挂果，亩产可达200斤以上，每
亩效益将超千元。

在呼和浩特市，推窗见绿，出门入
园的口袋公园承载了市民们满满的幸
福感。从2021年起，全市全面展开

“一见青芯”口袋公园建设行动，通过
不断优化城市绿地布局，“巴掌大”的
边角地、闲置地，见缝插针式的小公园
随处可见……

植树造林，让山川披绿，不仅仅在于
实现生态价值。森林既是水库、钱库，也
是粮库、碳库，只要利用得当、用心经营，
就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

“点绿成金”，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人。
《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国萍

实习记者 潘佳慧

赤峰市元宝山区
发现两座辽代墓葬
19日，记者从四道井子墓葬联合

考古队获悉，经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
分析，已确认日前发现的赤峰市元宝
山区四道井子墓葬，为两座辽代中晚
期契丹人的墓葬。

2024年4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
梯田时发现了该处墓葬。经过考古
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先后清理出了一
大一小两座墓室，为带长斜坡墓道的
甲字形辽墓，两墓朝向基本一致，距
离近，两墓均为合葬墓，且由两层砖
铺就棺床。

据考古工作人员推测，墓主人之
间为同一家族，其墓葬M2规格相对
较高，为八角形砖室墓，且带木椁。
另一墓M1为方形券顶砖室墓，完整
且出土器物。

考古工作人员还在墓葬M1里清
理出了辽代鸡冠壶、绿釉瓷盘、铁马
蹬、白瓷碗等文物。目前工作人员正
在进行提取人骨、回填等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盖之庸表示，从墓葬形制及出
土遗物分析，这两座墓应为辽代中晚
期契丹人的墓葬。下一步，考古工作
人员将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对人骨
的DNA等进行分析，以便更加全面
地把握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辽承
唐制，墓葬中出土的提梁壶等，虽颇
具契丹人文化特色，但其制作方法与
唐三彩颇为相似，为研究当时的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资料。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

“你知道我市救助管理站的地址
吗？”“你知道救助人员是如何帮助这
些流浪乞讨人员找到亲人的吗？”……

6月19日是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
放日。连日来，我区各地救助站以“携
手相助，让救助更有温度”为主题，开
展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等系列活动，
旨在广泛宣传救助法规政策，充分展
示救助工作成效，虚心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检查，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
助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救助管理工
作、关爱流浪乞讨人员的良好氛围。

今年，我区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

活动内容丰富、服务性凸显。呼和浩
特市救助站通过举办救助管理机构开
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启
动仪式等，倡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
社会救助当中，为需要救助的临时遇
困人员提供温暖服务。包头市救助站
邀请新媒体工作者，利用抖音、快手等
直播平台，为无法找到家属的受助人
员寻亲，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把开放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救助站通过开展救
助模拟体验、现场模拟救助场景，让群
众深入了解救助工作。

为深化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工作，2022年，自治区民政厅、
公安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滞留
的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安置工作的通
知》，先后帮助335名流浪乞讨人员成
功寻亲，为238名查无身份信息的生
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办理落户安置手
续，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2022
年至今，内蒙古各地救助管理机构共
实施救助2.4万多人（次），其中站内救
助1.23万人（次）、街面救助1.17万人
（次）。

《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曦

内蒙古赤峰临潢家园社区
多举措促进民族团结
6月19日，居民在临潢家园社区文体活

动大厅跳舞。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兴

安街道临潢家园社区通过开展编织技艺传
承、书法课堂等特色活动，以及成立由各族群
众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建设社区农副特产展
销厅等多种方式，加强社区各族群众交往交
流交融，进一步促进社区各族群众和谐相处、
团结互助、共同发展。

临潢家园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共有汉
族、蒙古族、壮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
伦春族等13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该
社区总人口的29%。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文明交通 你我同行”
石拐大队持续开展

“一盔一带”专项宣传工作

为提高广大社区群众道路交通
安全文明出行意识，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的发生，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6月13日，包头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石拐大队积极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知识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的方
式，积极推动电动车、三轮车、摩托车
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闫婧 马天婷

从植绿护绿到享绿

内蒙古开展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
近日，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

兴胜派出所巡逻民警发现一位老人
摔倒，立即上前扶起并询问情况。老
人表示身体不适，民警迅速联系送往
医院待家属到来。派出所将坚持弘
扬和发展“枫桥经验”，主动为群众做
好事、办实事。 闫婧 杨智敏

近日，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
兴胜派出所联合警支大队民警到辖区
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等普法宣传活
动。民警对打击网络谣言案例进行现
场讲解，让全民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不信谣”。 闫婧 杨智敏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累计防沙治沙1.48亿亩、营造林1.37亿亩、种草3.36亿亩，
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