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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安盟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
本报记者 余 健

5 月的兴安盟阿尔山，皑皑白雪尚未融

尽，野生的杜鹃花漫山遍野，一片嫣红，散发

着阵阵清香。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

北部，是大兴安岭南麓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自然风光神奇秀美，民俗风情独具魅力，旅

游资源得天独厚。在近 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汇聚草原、森林、湿地、温泉、火山、冰雪

等自然景观，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为兴安盟发

展生态旅游的无价之宝。

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近年

来，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兴安盟坚持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立盟之本、发展之基，注意处

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与发展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充分释放绿水青

山生态价值。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全域全季、差异

化、高端化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推

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打造草原宿集

在草原最美的季节，碧色的青草、黛色

的远山、棕色的民宿、蓝色的泳池⋯⋯远眺

乌兰毛都草原深处的草原宿集，和谐而又静

谧。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大兴安岭山脉中段、

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达 8000 多平方

公里，有别于内蒙古东部的其他大草原，这

里不仅有辽阔的草场，还有起伏的山丘、清

澈的流水、叠翠茂密的森林。

“草原宿集之所以落地乌兰毛都草原，

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好生态。从去年 6 月份开

业至今，宿集运营情况良好，游客来自全国

各地，经常一房难求。”华正文旅集团董事长

陈祖品表示，下一步将根据目标受众的消费

习惯，不断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服务水平，进

一步擦亮乌兰毛都草原宿集品牌。

在草原放马牧羊、听长调学刺绣、体验

牧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可以品红

酒、喝咖啡、泡书屋⋯⋯原生态草原旅游与

现代时尚生活有机融合，成为众多游客的首

选之地。“各宿集房间已预订到 7 月末了。”草

原宿集相关负责人黄开来说。

“来草原旅游，既划算又开心。”趁着“五

一”假期来到草原宿集游玩的长春市民杨海

燕一家还到牧民青格尔家体验“牧家一日

游”。在这里，杨海燕全家齐上阵，喂羊羔、

挤牛奶、做传统奶制品、学做蒙餐⋯⋯不一

样的牧民生活让他们难以忘怀。

草原宿集在引领新型草原旅游业发展

的同时，推动了牧民的转型增收。“去年我们

与草原宿集

试签了一年的合作协议，效果很好，

一年来有将近 1000 人次的游客来体

验牧民生活，也增加了我们的收

入。今年我们还要继续合作。”

青格尔说。

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

族乡党委书记吴长海说，之所以

引进草原宿集，就是希望在做好

生态保护的同时，通过草原宿集

向全国展示原生态的草原与牧民

生活，从而让更多人更深刻地理

解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

“目前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

集南岸、大乐之野、西坡等多家知

名民宿品牌的草原宿集地，联合运

营民宿、酒店、营地、餐饮、美术馆等

多业态文旅产品，同时带动周边牧

户参与其中。”吴长海说，乡里深知

当地的文旅热度源于良好的生态，因

此多年来一直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等各项

生态保护政策，“我们下一步将以草原宿集

为核心，精雕细琢草原旅游，同时将其与边

境游结合起来，丰富当地文旅业态，提升游

客的消费体验”。

丰富康养内涵

眼下，横跨大兴安岭西南山麓的阿尔

山，野生杜鹃花从南向北次第开放，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旅游、休闲和度假。阿

尔 山 森 林 植 被 资 源 丰 富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1.2%，绿 色 植 被 覆 盖 率 达 95%，空 气 质 量

优异。

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一系列有关森

林治理政策和项目实施。2012 年，阿尔山迎

来“挂锯停斧”的历史性时刻，在内蒙古率先

实现国有林场全面停伐。面对以林木资源

为依托的主导产业萎缩的转型大考，阿尔山

给出了“发展生态旅游”的答案。

近年来，阿尔山市依托山清水秀的自然

风光以及丰富的冰雪资源，探索“山水变金

银”的转化之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与此

同时，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景

区景点建设全面升级、城市气质全面提升、

城市品牌魅力全面彰显，阿尔山旅游渐入

佳境。

数次自驾到访阿尔山的游客李肖鹏深

有感触，“每次过来都能感受到新变化。这

里的旅游设施越来越便捷，游玩项目越来越

丰富，绿水青山越来越美丽”。

在阿尔山市旅游度假区，游客在如画

的美景中体验温泉疗养、特

色柴火灶，尽享“森”呼吸，放松疗愈身心。

短短几年时间，阿尔山各地通过林业、健康

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交互融合，使森林康

养实践蓬勃展开。在产业布局上，阿尔山市

以阿尔山森林资源为核心，整合、串联区域

内景区景点、村庄、游览步道等资源，为森林

康养产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积

极融入“森林康养+养老、森林康养+中医

药”等多元素，不断丰富康养内涵。

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乌兰格日

乐介绍，近年来，兴安盟充分挖掘温泉、草

原、森林、冰雪等优势资源，推出了一批温泉

酒店、草原民宿、森林浴道、生态研学、滑雪

场等产品，运营一批房车营地、休闲街区、研

学公园等消费业态，打造阿尔山鹿角湾温泉

营地、乌兰浩特洮儿河湿地公园、科尔沁右

翼前旗草原宿集、扎赉特旗秘境河谷生态文

化旅游区等一批特色网红景点，获得了市场

认可。数据显示，2023 年兴安盟累计接待国

内 游 客 2266.38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202.52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假

期期间，全盟文旅市场亮点纷呈，共接待游

客 61.2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21 亿元。

呵护“百鸟天堂”

初夏时节，在扎赉特旗的内蒙古图牧吉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湾湾湖面碧波荡漾，

成群的候鸟或结伴起舞，或伫立水中嬉戏觅

食，俨然一幅和谐唯美的生态画卷。这里是

以大鸨、丹顶鹤等珍稀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

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

然保护区。保护区内鸟类众多，被誉为“百

鸟天堂”。

“这些年，有不少生态研学活动

在 保 护 区 里 的 救 护 站

和自然学校里开展，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内蒙古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陈健说，近年来，保护区在加强日常巡护

和保护生态环境宣传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了包括禁止放牧、禁止捕捞、禁止狩猎、

禁止砍伐、禁止开垦等“十禁”工作，实施“引

绰济图”生态补水工程，保护区生态环境进

一步改善。

数据显示，目前保护区的迁徙候鸟包括

白鹤、白头鹤、大鸨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6 种

0.7 万余只，灰鹤、白额雁、豆雁等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 36 种 11 万余只。保护区工作人员

观测发现，今年停留在保护区的国家一级保

护 鸟 类 白 鹤 有 3880 只 左 右 ，较 往 年 增 加

1000 余只。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兴安盟依

托生态资源，努力保护好大草原、大森林、大

河湖、大湿地，夯实旅游发展基础，全盟 6 个

旗县市中有 2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2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兴安盟先后摘得内蒙古第一个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盟、第一个地市级“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殊荣。从

资源优势到富民产业，从自然观光到生态旅

游，兴安盟文旅产业的每一次嬗变，皆从绿

水青山间走来。

“我们将继续守护好这片绿色净土、生

态家园，继续把生态旅游事业做大做强，让

‘绿水青山’永续利用，成为世世代代的‘幸

福靠山’。”乌兰格日乐表示，针对旅游群体

的不同需求，兴安盟将不断创新业态模式，

精心打造红色游、跨境游、温泉游、冰雪游、

森林游、草原游、乡村游、研学游和自驾游等

旅游产品，让生态旅游变成“绿色产业”“富

民产业”，实现从“半年闲”向“四季旺”、“景

点游”向“全域游”的转变。

激发公众投身低碳生活行动力

芈凌云

随着 2024 年节能宣传周和

全 国 低 碳 日 的 到 来 ，“ 绿 色 低

碳 ，美 丽 中 国 ”再 次 引 发 关 注 。

绿色低碳发展不仅需要生产端

的 持 续 发 力 ，还 需 要 生 活 端 的

有力支撑。低碳生活不仅是美

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的社会基

础 ，更 是 公 众 生 态 文 明 素 养 的

综合体现。

促进低碳生活的普及，让每

个人都成为低碳达人，宣传教育

不可少。在日常生活中，“低碳环

保，绿色出行”“地球资源日日少，

节约用电不可少”“节能需要你我

他，节水节电靠大家”⋯⋯事实

上，这类宣传标语似乎随处可见，

但是对实际行动的影响力却远不

如预期，知易行难的现象依然广

泛存在。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促进

人们践行低碳生活呢？来自“你、

我、他”的不同信息框架能发挥不

容小觑的功效。

巧用社会对比信息，激发低

碳生活行动力。当一个人获得

“他人”都在实施低碳行为的社会

规范信息时，或者发现自己的低

碳行为结果不如其他人时，为了

缓解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并寻求

社 会 认 同 ，会 主 动 实 施 低 碳 行

动。例如，将居民用能量信息与

其邻居的对比结果与账单一起反

馈时，会比传统的账单反馈产生

近 15%的节能效果。将群体之间

用能信息的排名，持续反馈给群

体成员时，比单纯告知他们自己

的节能信息能产生超过 17%的节

能效果。

因此，一方面建议相关部门

在宣传教育中增加社会规范信

息，让人们知道周围越来越多的

人在实施低碳行为，通过群体参

照心理激发低碳行动力；另一方

面建议鼓励能源企业在提供个人

用能账单时，增加其与邻居或同

事的对比信息，巧用来自“你、我、

他”的社会对比信息，激活社会比较心理。这在促进低碳行

动上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也是一种低成本且高收益的

低碳生活促进方式。

善用环境贡献信息，夯实低碳生活持续性。一项关于

家庭节电的实验研究发现：环境贡献信息比金钱收益信息

更有利于促进低碳行为。相比告知人们节电为自己省了多

少钱，当人们知道自己节电相当于为社会“减排了多少二氧

化碳、种了多少棵树木”时，他们的节电表现会更好。

这种贡献社会的“利他心理”正是生态文明素养的核

心。与为自我争取金钱利益相比，当人们在为他人付出时，

会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满足和幸福感，即“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当个人明确感知到自己的低碳行动付出能够为他人、

为社会、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实质性贡献时，会激发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这会使其更愿意关注自我与他

人、自我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从而主动实施和强化低碳

行为。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推动企业在反馈消费账单时，在传

统的价格数量信息基础上，增加环境贡献信息。比如，本次

消费减少或增加了多少碳排放，种了或砍了几棵树等。让

人们更直观地认识到自己低碳行为与环保贡献的直接关

联，从而形成低碳生活的长效机制。

小信息蕴含大能量，小小信息背后蕴藏着丰富的社会

心理内涵。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如何巧用来自“你、我、

他”的信息对比，以小信息撬动大社会的低碳转型，让绿色

低碳成风化俗，让节能环保蔚然成风，共同绘就绿色低

碳、美丽中国新画卷。

以绿为基铸就未来之城
本报记者 宋美倩

初夏时节，河北雄安新区绿意盎然。白

洋淀湖水清澈透亮，湖边杨柳依依；伴城而生

的千年秀林，草木生机勃勃，花儿争奇斗艳；

以绿色节能为内涵的城市建筑鳞次栉比⋯⋯

铺展出一幅清新秀丽、蓝绿交织、自然和谐的

优美画卷。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被

誉为“华北之肾”。多年来，白洋淀一直面临

着三大危机：一是资源性水危机，曾有过干涸

缺水的严峻局面；二是水质性危机，由于淀区

污染久治不愈，恶性循环，必须进行刮骨疗伤

般的治理；三是淀区大面积淤塞所潜藏的防

洪危机。

近几年，白洋淀加快生态修复，在控外

源、截污染、引调水、防洪水、疏水系等方面持

续发力，先后实施了生态清淤、水系疏通、湿

地净化和退耕还淀等四大类 18 个重大生态

类项目。此外，还积极实施科学补水方案，统

筹引黄入冀和再生水等多种水源，对淀区定

时定期实施生态补水，使白洋淀水位稳定保

持在 6.5 米至 7 米，水面围合面积近 300 平方

公里。

在雄安新区孝义河河口湿地，安新县同

口小学老师韩战桥像往常一样拿着相机拍摄

鸟儿。“上个月，我还拍到了两只青头潜鸭。”

韩战桥兴奋地说，这几年，白洋淀候鸟、留鸟

越来越多。如今，他还是一名爱鸟护鸟志

愿者。

通过系统性治理保护，淀区生态系统已

实现根本好转。截至目前，新区野生鸟类达

到 279 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 73 种；鱼

类恢复至 48 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 21

种，指示物种中华鳑鲏全淀分布，鱼类生物多

样性已达到高级别水平。

走在雄县雄州镇与容城县平王乡接合处

的大清河片区千年秀林的林荫道上，形态各

异的林木花草不时传来阵阵芳香。

“从一开始谋划建设，新区就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实

现两线合一，着力建设绿色、森林、智慧、水城

一体的新区。”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

态事业部负责人董增巨介绍，雄安新区规划

森林面积约 86 万亩，使森林覆盖率达到城市

总面积的 40%。最终实现森林环城、湿地入

城，3 公里进森林、1 公里进林带、300 米进公

园，处处是游园的美景。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雄安新区悦容公

园游人如梭，异常热闹。这是一片占地约

168 公顷的开放性城市绿地，位于新区北部

城市南北轴线上，紧邻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和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公园内花红柳绿、芳草

萋萋，亭台楼榭、长虹卧波，湖光溪水、曲径

通幽⋯⋯

像悦容公园这样的公园，在雄安新区还

有很多处。截至今年 4 月份，雄安新区已累

计 造 林 47.8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4.9%，

“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正逐

步形成。

2020 年 8 月 29 日，张北—雄安 1000 千伏

特高压工程投入商业运营，这项投资接近 60

亿元的重大工程，将我国第一个可再生能源

示范区张家口生产出的绿色电能源源不断地

输送到雄安新区，为雄安新区提供清洁低碳

的电力供应。

雄安自贸试验区交流展示中心是一座通

过 2023 年雄安新区绿色建筑+示范项目评审

的建筑，远远望去，大楼外形洁白素雅，落落

大方，充满艺术气息。

“这栋大楼如同一个生命体，通过各种现

代建筑技术及智能设备的优势组合，可以实

现能源自给自足。”雄安铁建中心项目建筑工

程师张磊说，“整个建筑采用光伏一体化技

术，年总发电量达 25.25 万千瓦时，还采用了

通风廊道、保温遮阳、地源热泵、蓄能水箱、

高效机电、智慧运维等主被动技术组合，据

初步测算，每年可减少 190 吨温室气体排

放，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 100%。”

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 3 月底，雄安新区新建

建筑累计开工 4000 多万平方米，竣工

2500 多万平方米，高星级绿色建筑占

比 100% ，高 品 质 绿 色 建 筑 集 中 成

片，新建片区绿色街坊和绿色社区

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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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旅游码头景色。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毛都草原夏日风光。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内蒙古兴安盟图牧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里，白鹤在嬉戏觅食。

毕力格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