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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
草低见牛羊。”这首南北朝民歌所描
述的地方，就位于如今的内蒙古呼
和浩特。呼和浩特别称青城，是蒙
古语“青色的城”的简称。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加大生态保护力
度，率先实施数字化生态修复技
术，让敕勒川焕发了新颜。

百里生态长廊美不胜收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从包头
沿京藏高速进入呼和浩特地界，你
会立即被美丽的风景所包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敕勒川文化
旅游区，2014年投入运营。这里背
靠阴山，拥抱黄河，占地 100 多平
方公里。初春时节，山上杏花遍
地，山下绿草青青，远处碧波涟
涟，一幅幅美景令人陶醉。景区循
环播放的《敕勒歌》，带人走进历史
的岁月。

为恢复 《敕勒歌》 描述的美
景，当地群众积极响应退耕还草政
策，恢复草原生态。

景区内的哈素海湿地，由黄河
自然冲击形成，号称“大青山之
肾”，这里蓄存的水源，改变了周边
的生态。为了保护好这片湿地，周
边群众种地不施化肥，养牛不留
粪，实施严格的科学种养。

不仅是景区，呼和浩特市还对
大青山整体进行了全面治理。

曾经由于管理不善，大青山自
然保护区内工矿企业无序开发问题
突出，到处被挖得千疮百孔。从
2015年起，呼和浩特市下决心对大
青山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和恢复治
理。当年，关停了 6 家矿山企业。
2016 年，把 100 余家矿山企业彻底
关停。

车行至新城区哈拉更村哈拉更
沟，还能看到当年采石场作业的痕
迹，但新生植被已将山体覆盖，成
群的飞鸟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随行的一位当地人，边指路边
说：“以前这个季节，到处都是风沙
肆虐，如今一切静悄悄的，仿佛能
听得到植物生长的声音。”

行走在大青山前坡的生态路

上，路边林木茂密。“这条路环绕青
城市区，是我们依托大青山打造的
百里生态长廊。”市林业部门负责人
介绍说，“我们把大青山和市区连接
起来，让市民们享受到生态变化带
来的福利。”一到周末，生态路就成
了欢乐的海洋，骑自行车的、踢球
的……人们纷纷来这里休闲度假。

位于大青山自然保护区腹地的
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让大青
山的美丽风景触手可得。这条由国
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认证
的国家级登山健身步道，是国家体
育总局在西北地区打造的示范工程。

“我们不仅要把大青山的生态治
理好，还要坚持把‘绿色’融入社
会发展全过程。”呼和浩特市市委书
记包钢介绍，“今年，为进一步提升
城市生态品质，我们规划建设 500
个口袋公园，让城市实现‘推窗见
绿，出门见园’，把更多生态福利送
到百姓身边。”

2021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强化
黄河流域生态管控，完成沿黄生态
长廊道建设 26 万亩，实施大小黑
河、浑河、乌素图河等河道治理，
大青山周边生态越来越好。继荣获

“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称号后，呼和浩特在2021年又获评

“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万亩草原见证改造奇迹

距呼和浩特市机场、高铁站不
到10公里，有一片占地约3万亩的
草原，是距离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最
近的草原。

10 年前，这里是一片乱石滩，
一些不法砂石贩子把这里挖得惨不
忍睹。2011年，呼和浩特在规划大
青山整体治理方案时，把这块区域
作为重点整治区域。

如何在石头滩上种草？新城区
政府谋划了一个长远发展方案，把
大青山前坡规划为生态产业发展区
域，请来蒙草生态研究院，为其孵
化生态产业提供扶持。

选对种子，种对地方。一年大
变化，三年彻底变了样。经过努
力，石头上长出了60多种生命力顽
强的牧草，创造了生态改造奇迹。

“称这里为‘最美草原’一点不
为过。”蒙草生态研究院院长王召明
介绍，“我们应用了不少新技术，把
内蒙古最优质的种质资源都试种在
这里，把这里变成了一个草原植物
基因库。”

这里不仅有草原，还有花海。

一到夏季，各种花卉争芳斗艳。“大
自然赐给内蒙古的珍贵植物物种，
我们得把它们保护起来，让草原儿
女增进对草原的了解，激发他们对
草原的热爱。”蒙草生态研究院工作
人员对记者说，“当你漫步这片草
原，会被许多没有见过的花儿迷
住。我们每年都在更新这里的植物
物种，很多是内蒙古草原上的自有
品种，蓝色的串串是马鞭草、红色
的鲜花是山丹丹花。”

优美的环境派上了用场。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庆
的主会场设在这里，全国最大的蒙
古包会议中心也建到了这里。

盛夏时节，漫步于万亩草原，
青山为幕，绿草为台，清澈的湖泊
与洁白的蒙古包交相辉映，如诗如
画的美景，就像一幅现代版的《敕
勒歌》画卷。

2020 年 9 月，经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批准公布，内蒙古敕勒川草原
成为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

好生态带旺生态产业

万亩草原的成功改造，给呼和
浩特市发展生态产业以信心。呼和

浩特过去是著名的乳都，蒙牛、伊
利等知名乳品企业都生长在这里，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的崛起让他们调
整了发展战略。2021年，呼和浩特
市政府提出种好“一棵草”、做强“一
杯奶”、打造草原都市的发展理念。

距离敕勒川草原 8 公里处，有
一个蒙草种业中心，这里是内蒙古
草原生态修复的“智慧大脑”。呼和
浩特市市长贺海东介绍说：“这里也
是生态产业的孵化基地，我们内蒙
古的草，不仅要优化内蒙古的生
态，还要服务于全国的生态建设甚
至全世界生态产业。”

这里有一个8000平方米的乡土
物种种质资源库，收集储存种质资
源4.8万份，标本12万份，土壤140
万份。

这些种质资源成为提升内蒙古
草原草种繁育、驯化水平的“宝
库”。哪些种子最适合在哪种土壤生
长，哪些种子生命力强，一目了然。

在种业中心门口，有一条由小
草铺就的小路。“欢迎踩踏”四个字
格外引人注意。工作人员介绍：“这
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不怕踩踏的草品
种，叫走路草坪，我们还有不怕车
碾压的停车场草、不怕寒冷的四季
常青草，都受到市场欢迎。”

“买来的种子能种出一块草坪，
种不出大草原。”王召明说，“我们不
仅研发出了好种子，还研发出好的种
植模式和数字管理平台，为保护内蒙
古13.2亿亩草原提供了技术支撑。”

走进“小草数字指挥中心”，在

大屏幕前随便点击内蒙古一个地
方，会立即呈现出这个地方的生态
数据，包括气候变化、土壤成分、
植被情况、种植须知，应有尽有，
还能给出修复方案。

“我们的生态数据精确到每 0.5
平方公里，为内蒙古的农牧民生产
生活提供保障，给生态建设提供依
据。数据在手，修复不愁。”工作人
员介绍说，“从 2012 年到现在，我
们对大青山周边生态变化了如指
掌。哪里的生态弱化了，我们就及
时制定修复方案。”

近年来，内蒙古的重大生态修
复项目也留下了蒙草生态研究院的
身影——乌海矿区灭火工程、河套
地区盐碱地治理、乌梁素海水污染
治理、岱海水环境生态监测、扎赉
诺尔百年露天矿生态修复、科尔沁
草原沙漠化改良……

一棵小草能“走”多远？看，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从呼和浩特起
步，陆续在新疆、西藏、青海、陕
西、云南等地开设研究院，2021年
还应邀在阿联酋建立研究院，带着
生态修复技术走出国门。

左上图：敕勒川草原风光。
上图：草原上自由欢快的小

动物。

敕勒川焕发新颜
本报记者 丁志军文/图

必是春风帮了忙。我到的时
候，阿珠湖精心梳妆打扮了一
番，像撩起红盖头的新娘，发髻
是新的，衣裳是新的，簪钗环佩
是新的，害羞地在客人面前抬颜
见礼，窈窕温婉，楚楚动人。

阿珠湖是贵州省乌江上游三
岔河流域“阿珠水电站”形成的
库区，水域面积不大，却给龙河
镇龙场大河点上了“龙眼”。龙眼
吐故纳新，盛着毓秀，散着灵
气，育着乡民，让山区小镇成了
乌蒙水乡。

往黔中码头去，怀着激动的
心情赏览湖光山色。摇下车窗，
湖面渐宽，春阳融融，水波漪
漪。游目骋怀，两岸山林吐新，
或红或褐的荒叶败草经过冬天数
月“煎熬”，深吸一口春风，开始
褪黄撒绿。

野生梅花、桃花率先得了
信，争先恐后展颜迎春，樱花、
李花也不落后，你想象不到，光
秃秃直愣愣的枝条，忽然一夜白
头，为山髻插上珍珠步摇。

迎春花、油菜花摇摆弯腰，
唱跳着欢迎曲，绿黄的外衣被裁
剪成大山裙摆的底衬。远处山水
间有薄雾缭绕，几户农家掩映，
几只白鸟低飞，几处青绿接续。

一排柳树在码头迎风吐芽，
隔着船窗看湖，阿珠湖更宽更大
了。船到湖心，碧浪翻花，清影
空濛，半岛山居是水墨江南的流
水人家，白墙黛瓦是蒙德里安的
格子余韵，陡峰苍岩是山水长卷
的艺术留白。

浅滩处几声水鸟清鸣，缓了
岸边钓叟遛鱼切线的破空急响，
湖湾心几抹翻鱼残影，乱了野鸭
觅食的悠哉双蹼。斜刺里一条高

架渠骑山跨湖飞跃，黔中水利引
水沟渠打破了背景的单调。风中
有淡淡鱼腥味，夹着丝丝野花香，
五官来回洗刷，心神愈加清亮。

从湖另一边码头上岸，乌江
上游支流三岔河、迴龙溪、木贡
河在这里交汇，为阿珠湖源源不
断注入生机。龙河镇将阿珠湖当
作饮用水源地保护，像呵护眼睛
一样护佑一方绿水青山。阿珠湖
亦不辜负，用一池春水，擦亮了
龙河镇“乌蒙水乡，毓秀龙河”
这张名片。

谁曾想亿万年前的海底海
沟，成了今日宜业宜居的发展
福地。沧海桑田，文明赓续，阿
珠湖饱蘸春水，诚邀客来住厦，
山巅有苍鹰盘旋，似在等谁乘风。

上图：阿珠湖风光。
姚 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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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黄山脚下的旌德县素
有“徽州粮仓”之称。谷雨时
节，四面环山、田居交错的春光
成了一道亮丽风景。

我去旌德兴隆欣赏春田，是
受网红照片所吸引。兴隆镇北倚
黄山，北、西、南面均为海拔
600至800米的中山，东南及中部
是海拔 400 米以下的丘陵和平畈
区，兴隆万亩春田就生长在这样
一个盆地中。盆内堆积着四周山
体的坡积物、洪积物，富含砂
砾，土壤肥沃，灌溉方便，宜于
水稻，是旌德的主要产粮区。

自然赋予兴隆云雾缭绕的仙
境。这里雨量充沛，溪塘密布，
春季云雾飘渺的情形时常出现。

清晨登高，朝霞中的滚滚云
浪飘浮在万亩水田之上，给春田
罩上了忽隐忽现的朦胧面纱。霞
染云涛之中，散布于春田间的村
居农舍、树木修竹挣扎着露出婆
娑的身影。村是一二十户组团，
房是粉墙红 （青） 瓦，树是新绿
披身，它们就在波光粼粼的水田
间，在云和雾、光和影的流动中
闪现。

黄昏远眺，夕阳将远山近景

抹上一层金，灿烂的晚霞把山间
云涛染红，使人不禁赞叹大自然
造化之神奇。置身于版画般的春
田中，看着耕牛在田间犁耖，闻
着空气中新鲜的泥土味，你会感
到这是人和土地最亲密的接触，
记忆中所有的乡愁都在瞬间被
唤醒。

纵横阡陌，似筋如骨，呵护
着一丘丘水田。池塘或大或小，
溪流或直或曲，与成百上千块蓄
水的春田臂挽手牵，幻化为万千
魔镜，映射着天光、云雾、树
木、房舍……这样的画面从高处
看，云雾光影在流动，实景和留
白在交替。粼粼水田、憧憧树
影、俨然屋舍，就像一幅从天上
飘挂下来的巨画，铺展在兴隆大
地上，那种五彩斑斓、如仙似梦
的淋漓动态，怎不勾人心魄？难
怪各地摄影家们齐聚兴隆，把

“长枪短炮”都瞄准了春田世界。
田陌有神韵，诗落云水间。
徜徉于如诗如画的田陌之

中，我恍惚看见“徽州粮仓”的
殷实。

上图：安徽省旌德县兴隆镇
的水田风光。 朱学文摄

““徽州粮仓徽州粮仓””入画来入画来
方光华方光华

品尝香气扑鼻的里商好茶，观
摩热火朝天的炒茶大赛，畅游风光
秀丽的“湖上茶园”……这些天，

一波波游客来到浙江省淳安县里商
乡，体验当地推出的千岛湖茶文化
旅游线路。

淳安县是茶叶大县，拥有19万
亩茶园，里商乡是其23个乡镇中最
大的“茶叶之乡”，素有“百里茶
香、万亩茶海”的美誉。这里不但
拥有当地最早的春茶产区，也有被
千岛湖碧波环抱的湖上茶园，再加
上里商仁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使
其成为诸多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4 月 22 日，里商乡第十四届茶
文化节如约而至，作为今年中国千
岛湖茶博览会的子项目之一，当地
举办了“百业百匠”斗茶大赛，数
十名乡村炒茶师傅集结比拼。

“里商乡高品质的茶叶是怎样炒
制出来的？这些茶叶又是从哪里长
出来的？游客都很感兴趣，也是我
们乡村旅游的卖点。”里商乡党委负
责人说，这次里商乡龙井茶机制茶
炒制比武，不但决出了“状元”“榜
眼”和“探花”，提升了乡村炒茶师
的技能水平，还让游客大开眼界。
与此同时，里商乡通过一部《里商
十二时辰》短视频发布了茶文化精

品旅游线路，当地的湖上茶园、仁
灯馆、紫云山景区、状元古道等景
观和非遗文化被串联成线，极大丰
富了游客的茶乡之旅。

政策扶持到位、科技支撑有
力、产业发展多元、农旅文融合紧
密……经过多年发展，里商乡的大
茶叶产业已取得可喜成果。2021
年，该乡茶叶总产量 400 余吨，总
产值1.6亿元，茶农人均收益突破万
元大关。茶文化旅游也成为乡村旅
游的热点，当地全年接待游客 32.8
万人，带来经济收入3700余万元。

“茶是大自然赐予里商乡的绿色
珍宝，这是一片生态的绿叶子，也
是共富的金叶子。”里商乡党委负责
人说，接下来，该乡将积极探索茶
文化、茶旅游、茶养生等融合发
展，不断将里商茶的规模优势转化
为效益优势，努力让这片乡村茶园
成为共同富裕的最美画卷。

左图：淳安县里商乡的茶农在
采茶。 胡吉垚摄

到里商体验“茶乡之旅”
徐爱梅 方俊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