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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春回黄河 这一方热土更加璀璨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舒雨 丁晨 王璐

王劭凯 文/图

黄河从托克托县双河镇什四份村流入呼
和浩特市境内，流经托克托县和清水河县。黄
河在托克托县段全长37.5公里，经过9个自然
村，这里还是黄河上、中游的分界处，历史上的

“河口古渡”就在这里。重要的水运地位，使托
克托在呼和浩特的城市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
地。“大家看到的是河口古渡的复原图，道路两
边商铺云集、热闹非凡，依稀能够想象那时的
繁华。”托克托县博物馆的讲解员刘彩霞指着
一张老照片作介绍。

如今，河口古渡已经成为历史，但住在黄河
岸边的村民在黄河的滋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郝家窑村坐落在黄河东岸，依托黄河资源，发展
了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和乡村旅游业。该村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秦建告诉记者，仅他们村
就有33家农家乐，带动了300多人就业，他高兴
地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特产辣椒、
葡萄和特有鱼类的销售，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每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万元。”

位于山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
河县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交界处，有着沿黄九
省区，唯一一处黄河与古长城“握手”的地方。

黄河清水河段全长65公里，流经喇嘛湾镇、
宏河镇、窑沟乡和老牛湾镇4个乡镇，壮阔的黄
河美景在老牛湾镇一览无余，十分震撼。在黄
河老牛湾上，不止有险峻的黄河大峡谷，还有蜿
蜒的明长城遗址，建成了4A级景区老牛湾国家
地质公园，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我们这里最独特的就是长城与黄河‘握
手’的景观，每年三月中旬开河后游客逐渐多
起来，清明节、五一假期就会迎来客流高峰，村
民们也能有个好收入。”老牛湾镇营盘峁村村
委会党支部书记石志强向记者介绍道。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
所研究员康建国介绍说：“住在黄河两岸的居
民因为黄河直接受益，住在沿黄流域的人们也
同样在接受黄河的馈赠。大黑河、小黑河、浑
河都是黄河的支流，黄河上游的最后一条支流
大黑河和中游的第一条支流浑河，都在我市境
内汇入黄河。呼和浩特全域都处于黄河流域
上，丰富的水资源滋润了这片土地，孕育了肥
沃的土默川平原，滋养了这里的各民族人民，
他们在文化、民俗、饮食等方面相互影响、融
合，塑造了呼和浩特独特的文化面貌。”

黄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段，随着黄河生态廊道、改善人居环境、黄河滩
区迁建等工作，使黄河和湿地生态环境越来越
美，成群的天鹅和赤麻鸭在这里栖息。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河上
下，顿失滔滔。黄河，从青海的巴颜
喀拉山发端，一路奔涌而来，几经回
转，在呼和浩特再度改变方向，向南
折入晋陕大峡谷，完成了黄河“几”字
形最大的转弯，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
印迹。黄河干流流经呼和浩特市
102.5公里，仲春时节已至，各种候鸟
翩然北归。守护母亲河、建设幸福
河，已经成为塞北人民的共识与自觉
行动，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一幅优美的画卷正徐徐
展开……

大河流经安居乐业大河流经安居乐业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惊蛰已至，呼和

浩特的气温回暖，候鸟也展翅归来，在黄
河、大黑河、小黑河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土默特左旗海流水库的候鸟群规模很大，
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据了解海流水库
主要水源为小黑河来水，流域面积44.3平
方千米，总灌溉面积9万亩，是候鸟迁徙途
经的重要补给地。

随着生态治理的推进，小黑河流域环
境大幅改善，从2018年开始，大约有四五千
只赤麻鸭不再南迁，永久定居于此。

近年来，土默特左旗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持续强化河湖制度体系建
设，构建了完善的河湖长工作责任制，启动

实施了海流水库生态净化工程，有效改善
了海流水库水质、提升了周边生态环境质
量。

如今，越来越多的候鸟来到这里驻足
栖息，每年过境的候鸟数量庞大、种类繁
多，包括天鹅、灰鹤、野鸭、红嘴鸥等，这里
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地”和

“补给站”。
同样，在托克托县下滩村黄河段，也迎

来了候鸟的回归，采访中，记者偶遇几位70
多岁的老人，他们结伴而行，欣赏着黄河的
景观。78岁的退休干部王美说：“生态环境
好了，每年开河的时候，我们都要来黄河岸
边走走看看，候鸟明显一年比一年多，赤麻
鸭、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候鸟，一
片一片地飞起来，非常壮观。”

据托克托县水务局副局长曹广明介

绍，近几年不仅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工程，此外还充分发挥河长
办职能，大力推行“河湖长+检察长”治河新
机制，强化黄河水资源管理，不光改善了水
质和生态，多了候鸟的身影，还提升了周边
居民的幸福感。

他说：“目前黄河托县段护岸工程共完
成14.477公里，什四份子险工段、柳林滩护
岸工程、下滩护岸工程、东营子控导工程、
章盖营护案工程，通过这些工程的建设，保
护了黄河沿河九个行政村村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以及大唐托电净水厂、引黄取水口工
程不被水淹。通过多项举措，黄河真正成
为周边人民的幸福河。”

位于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清河县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交界处的老
牛湾，以黄河为界。

候鸟翩跹生态宜人候鸟翩跹生态宜人

努力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是黄河流域经济发
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遵循的最高标
准。”清水河县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黄河清水河段沿线山势险峻，土层较薄，
以前每年大量的泥沙注入黄河致使沿黄区域
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清水河县被纳入为“三北”防护林工程
建设的重点县，先后组织实施了“三北”防
护林一、二、三、四期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
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
列国家重点生态工程。重点对沿黄流域以

及浑河、清水河、杨家川、古力半几河等支
流周边进行了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切实增
加了林地面积，有效提升了森林质量。

加强沿黄流域生态治理，加大沿黄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力度，生态环境改善了，老
乡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有奔头。

“以前靠天吃饭，一年到头种地也没有
多少收成。我们两口子在外打工，一年的收
入连供娃娃上学也费劲，2015年我爱人先回
老家老牛湾开了农家乐，后来生意越来越
好，我也就不打工了，专门回来开饭店、民
宿，有时忙起来还得雇三四个人，生活一年
比一年好。”老牛湾景区李家大院的老板娘
靳飞霞一边说着，一边收拾着民宿的床铺，
为迎接游客的到来作准备。

与此同时，托克托县郝家窑村的二虎
农家乐的老板娘任秀清也在忙碌着，“我们

离呼市很近，市区的游客经常来，眼下虽然
不是旅游旺季，但是来吃托县炖鱼的客人
也不少。”说话间，又有两辆满载游客的汽
车停进院子。

原来，任秀清还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托克托传统炖鱼技艺
的传承人，一手炖鱼的好手艺远近闻名。
她的农家乐最多能容纳180人同时就餐，为
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游客品味着托县炖
鱼，在唇齿留香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继
续传承发展。

依托旅游产业发展起来的老牛湾、郝
家窑，只是呼和浩特市沿黄流域人民幸福
生活的一个缩影。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双
河镇郝家窑村，依靠黄河发展成了远近闻
名的旅游村。

水清岸绿幸福绵长水清岸绿幸福绵长

让我们把目光随着候鸟的迁徙放得更
远一些。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
四野……坐落在黄河岸边的呼和浩特市是
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也是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别称青城，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
和“胡服骑射”的故事就在这里传唱。

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势头，呼和浩特市也在积极行动着。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始终高度重视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建设。先后制定了《呼和浩
特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
纲要》《呼和浩特市“十四五”黄河流域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实施大黑
河、浑河重点河段治理工程，水质总体改
善。眼下春回大地，呼和浩特的设施农业
发展正热火朝天，招商引资的重大项目也

纷纷开工建设，昭君博物院、将军衙署、白
塔、塞上老街等旅游打卡地也正在升温迎
来一批批游客……

呼和浩特市依托自身旅游资源，打造
北部敕勒川、南部黄河湾两大特色旅游带，
使其不仅成为全区旅游的集散地，更成为
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如果说黄河赋予她的是历史的厚重，
那么当下正在进行的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行
动，则是为了让这座历史名城走向更璀璨
的明天。文明是城市的金字招牌，其背后
体现的是城市的美誉度、硬实力和软环境。

城市里的路宽了，地绿了，天蓝了，市民
的文明程度提高了。说到首府呼和浩特的
变化，这里的人们都能骄傲地说上一箩筐。

在繁华的外表下，勤劳质朴的青城人
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实干精神实现着高质
量发展的现代化。据呼和浩特市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2022年，呼和浩特市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打造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建设。全市电力装机、新能
源装机、外送电量均居全国前列。源网荷
储、火风光储制研一体化示范项目加速推
进，电力外送覆盖华北、西北等地区，能源
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清洁能源产业投
资近40亿元，同比增长1.6倍，高于全市工
业投资145.6个百分点，以金山电厂、武川
碳达峰风储基地、大唐新能源（风电光电）
打捆外送等项目为代表的火风光电储制研
能源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经过不断努力，这里已经建立起了绿
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清洁能源产业
集群、现代化工产业集群、新材料和现代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等六大产业集群。

水清岸绿、景畅人和，塞外名城正在高
质量发展的征程中进行着一场深刻的蝶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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