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1日，宁夏贺兰山管理局大水沟管理站，
贺兰山脚下平缓区域的大片林带在雨后，更添几
分鲜绿。

这里是贺兰山东麓平罗段浅山区，这片区域
从贺兰山脚下延伸至 110国道，呈狭长状地形，南
北长约 16公里，在大约 5.1万亩的总面积内，有 3
万亩需要进行生态治理。2019年至 2023年，平罗
县累计投入 4.4亿元，先后完成 2.2万亩土地的生
态治理。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干部白金科告诉记者，贺
兰山东麓平罗段浅山区虽然看上去一马平川，却
基本属于植被难落脚的砂砾石地。对此，平罗县
因地施策，结合当地实际选用耐旱、耐贫瘠的小乔
木和花灌木进行生态治理，并对一些历史遗留的
矿坑进行了修复。

“这里主要栽的是山桃、山杏、酸枣等树种。”
白金科穿梭于林带间，边查看树木生长情况边解
释，由于山桃等树种属于耐旱树种，且有一定的经
济价值，所以，在进行生态治理时，平罗县将山桃、
山杏、酸枣等选定为主要树种。

道路另一侧是贺兰山东麓（平罗段）水源涵养
林建设项目，是平罗县今年计划完成贺兰山东麓
平罗段浅山区生态治理的 8000亩面积所在地，也
将作为水源涵养林。白金科说，在今年春季造林
时，这片区域已完成了 4000多亩植树面积，余下的
面积计划在秋季造林中完成。

从大水沟一路向北，沿着 302省道穿梭于贺兰
山中，沿路所见山体，大部分都缀有星星点点的绿意。

进入大磴沟区域，302省道的两侧植被分属于
自 2017年至今不同阶段的造林项目。一条岔路向
里，一辆水源车正为这片区域的树木补水。车辆
上的水管连接滴灌主管道后，再通过层层管网对
这片区域的树木进行水源供给。“大磴沟周边有大
小 12个蓄水池，日常管护用水多来自清水沟和大

磴沟的蓄水池。”石嘴山市贺兰山生态保护管理中
心主任周金梅介绍，除蓄水池外，少数矿坑水也可
用于生态灌溉，“我们通过这几年监测水质，发现
水质正变得越来越好。”

2020年起，石嘴山市按照“宜草则草、宜林则
林”原则，在治理区飞播、人工点播草籽，并选取耐
旱品种植苗造林。大磴沟生态修复治理区的甘泥
沟、炭梁坡、探宝、驴子沟、东沟等 8处治理区属于

“贺兰山包植增绿活动”区域，由石嘴山市 104家机
关企事业和驻地单位分别承包进行植绿造绿，参
与贺兰山生态修复整治。

石嘴山市金融工作局承包的网格不远处，是
近期热度攀升的翡翠湖。翡翠湖的前身是 1公里
多长的废弃矿坑，由矿坑水形成。这些年大磴沟
的生态环境向好，令这里的水质越发清澈。

漫山遍野的绿，是对生态治理者的最好回馈。
近年来，石嘴山市锚定“两高两新”定位，以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贺兰山东麓水源涵养和
生态治理、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河东沙地系统治
理、绿色低碳园区建设、盐碱地改良高标准农田建
设、文旅产业发展”七大工程建设为引领，助力推
进新时代“三北”工程建设。

随着贺兰山 146平方公里生态修复面积的接
连完成，贺兰山林草植被明显增加，四合木、沙冬
青等野生植物生长范围不断扩延，生物多样性逐
年丰富，整体生态环境越发向好。

今年，石嘴山市规划实施重点项目 29个，计划
完成营造林 6.98万亩、沙化土地生态修复 2.6万
亩。截至目前，该市围绕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争取中央、自治区资
金 4.83亿元，累计完成营造林面积 5.43万亩，采用

“草方格+沙结皮”和刷状网绳式草方格等新技术、
新模式，扎设草方格 8000亩，在草方格内用水钻技
术栽植灌木3000亩，栽植各类苗木600余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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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科技手段，工作人员可随时对贺兰山矿区修复治理情况进
行监测分析。

生态修复后的贺兰山重焕生机。

废弃矿坑渗水形成湖泊，水质逐年好转，宛如一块翡翠嵌于山间。

俯瞰贺兰山石嘴山段大磴沟。

白金科（左）与同事穿梭于林带间，查看树木生长情况。

山脚下种植的山桃、山杏、酸枣等树种，不仅耐旱耐贫瘠，还具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贺兰山东麓平罗段浅山区林带。

石嘴山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推进贺兰山生态修复整治——

从“靠山吃山”到“绿山护山”
本报记者 李 涛 张 唯 王 洋 马赛尔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