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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A

C 高水平保护 筑牢生态屏障

近日，阅海湖畔水天一色，大群的候鸟在阅海
湖岸，时而湖面小憩，时而追逐嬉戏，悠闲惬意，构
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为推进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加快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银川市制定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方案》，编制实施

“一河一山”保护修复方案，全力推进“一河一山”
生态保护修复、国土绿化和湿地保护修复等专项
规划落地见效，加快恢复物种栖息地；加强湿地
生态修复，着力恢复、打造黄河流域（银川段）生
态廊道，进一步恢复、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发挥湿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
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接续整治黄河滩地，
实施典农河等水生态修复项目，加快实施贺兰山

东麓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巩固白芨滩治沙成果，
抓好荒漠化防治和水土保持；统筹考虑生态系统
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可
持续性，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调整农业、
生态、城镇空间，编制实施《银川市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规划》，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修复，让动植物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

每年3月至4月，苍鹭从遥远的中亚飞抵银
川；成群的红嘴鸥翔集银川，白琵鹭在阅海国家湿
地公园等多处湿地繁衍……记者了解到，银川市
现有植物种类796种，隶属于93科364属；脊椎动
物种类为408种，以鸟类分布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为2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1种，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2种。 记者鲍淑玲

全力推进“一山一河”生态保护修复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大美银川“颜值”更高

为呵护生态“颜值”，提升经济“含绿量”，让绿水
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银川市坚持“生
态立市”战略不动摇，守好“一河一山”生态屏障。

近年来，银川市聚焦“东治沙、中理水、西护山”
的治理格局，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性治
理。组织编制《银川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年）》《银川市2024年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国土绿化及重点工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生
态空间的保护和管控，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机制，优化市域生态保护体系建设。

“‘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实施营造林29.058万
亩、森林抚育7.69万亩，实施国土绿化防沙治沙工程
17.77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5.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10.7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以上。实施防
沙治沙和荒漠化防治84.56万亩，实施矿山环境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18个，治理面积2.55万亩。投资规模
近11.15亿元，生态功能持续巩固，示范效益逐步显
现。”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在贺兰山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方面，银川市
统筹贺兰山东麓（银川段）5个规划治理区的矿山生
态环境修复治理，取缔整合“小散乱”采矿点，规范为
6家企业集中开采；实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通过土地整理、植绿复绿、道路给排水等综合整
治系列工程，贺兰山东麓银川段自然风貌得到重构，
散布的矿坑也逆袭重生。“贺兰山下镇北堡废弃矿坑
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收录在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典型案例》，并向全国推广。2023年，西夏区
套门沟、贺兰县宰牛沟、永宁县闽宁镇、灵武市白土
岗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完成验收工作，生态修复面积
3900亩。

“今年，我市联合石嘴山、吴忠市申报的《黄河
上游风沙区（宁夏中北部）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示范工程》成功获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立项支
持，总投资5.04亿元，银川市各子项目投资约1.6亿
元，该项目将于2026年完成实施。届时，我市历史
遗留矿山图斑将实现动态清零。”市自然资源局相
关负责人说。

在黄河银川段，一条条河道沟渠交错蜿蜒，
连接起8处湿地，形成长达51.6公里、面积约1.1
万亩的滨河水系。近年来，银川市岸上与岸下齐
抓、治标与治本并举，按照“生态强市”发展战略，
全面开展黄河大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围绕黄河银
川段积极开展水系连通工程，改造、扩整、恢复河
湖水利功能，大力实施入黄排水沟综合治理工
程，加强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水景观提升，
累计恢复湿地4.3万亩，湿地率达11.88%，湿地保
护率达65.9%。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开展黄河干流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治，补充完善黄河干流的溯源和监测
信息并开展分类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治277
个，整治率99%；针对黄河支流、重点湖泊、重点排
水沟排污口，补充排查整治排污口共351个，已指
导辖区制定了全流域入河排污口的整治方案，进
行了清理合并和依法取缔，正在推进分类整治。”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银川市持续加

强饮用水源保护，开展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对水源地环境现状进行评估，梳理标识标牌，完善
矢量信息，建立风险源清单并开展清理整治，完成
北郊水源地保护区调整并开展规范化建设，制定
了《银川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专项调查工作
实施方案》，对5个集中式水源地开展水质调查。

同时，我市不断加强河湖治理力度，积极谋
划水污染防治项目，争取中央、自治区水污染防
治资金，通过项目实施逐步解决湖泊湿地水体流
动性不足、水质不能持续达标等问题，促进水环
境改善，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理。加强再生水循
环利用，通过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建设矿井水
深度处理设施等措施，将处理后的污水用于绿
化、二次补水等，提升再生水利用率，加快区域再
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建设。加强排水沟环境监管，
对永二干沟、银新干沟等断面进行沿线排查，谋
划实施永二干沟、永清沟等重点排水沟生态修复
项目，推动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大河之治 安澜入梦幸福来B制度护航 让高颜值生态长驻

浩浩黄河蜿蜒流
淌，贺兰山下果园飘香。

这“一山一河”既是银川重要
的生态坐标，也是银川谋划改革
发展的基准线。近年来，银川市
扎实打好黄河“几字弯”治理攻坚
战，全力推进“一山一河”生态
保护修复，让“塞上湖城大美
银川”“颜值”更高。

11 月 5 日，黄河银
川段河岸色彩斑斓，候
鸟蹁跹。

记者李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