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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黄河入蒙首站首责
黄河流域9省区法治媒体大型全媒体行进式报道（内蒙古段）采访团走进乌海

本报记者●肖玥

巍巍黄河，润泽华夏。乌海市是黄河入

蒙的第一站，黄河乌海段全长97.5公里，流域

面积1754平方公里。近年来，乌海市坚决扛

起黄河入蒙首站首责，坚持“抓履职、建机制、

创模式、重治理、强协作”五措并举，“河畅、水

清、堤固、岸绿、景美、人和”的绿色河湖生态

画卷徐徐展开。

7月14日，黄河流域9省区法治媒体大型

全媒体行进式报道采访团来到乌海市，探寻

这座城市在守护黄河安澜实践中交出的“绿

色答卷”。

上午 8 时 30 分，采访团来到设在黄河岸
边的“普法早市”，观看了一场来自乌兰牧骑
文艺队的普法专题演出。

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为群众深入解读
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防洪安全、污染
防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呼吁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到黄河保护的行动中来。

“‘一五’普法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
传统的灌输式宣传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法律知识需求，普法对象需要获得更权
威、更精准的法律知识。”乌海市司法局党组成
员、政治警务部主任焦林怡介绍，2022年8月，
乌海市司法局组织协调普法责任单位成功打
造“普法早市”，组织多个普法责任单位，针对
不同群体的法律需求，以“普法早市”的形式定
期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将“灌输式”普法变为

“互动式”普法，将“分头跑”普法变为“一站式”
普法，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普法之路。

两年来，“普法早市”先后深入社区、农
村、公园、集市、工业园区等基层一线，开展集
中宣传活动 30 次，为群众办理法律事务 500
余件，现场解答咨询 7000 余次，受众达 8 万余
人。

2023 年 4 月 1 日，黄河流域迎来了首部镌
刻着母亲河名字的法律，为黄河保护治理事
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乌海市司法局
积极将黄河保护法内容纳入“普法早市”，与
普法成员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答疑解惑、讲
解典型案例、提供法律咨询、开展趣味问答等
多种形式，积极宣传黄河保护法的立法背景、
法律结构等内容以及实施后对乌海发展所产
生的重大意义，大力营造尊法守法护法、积极
参与守护黄河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引导社
会公众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法治意识，
促进黄河保护法落地见效。

“曾经，太格码头违建设施占地面积高达
4892平方米。如今，昔日的违建设施已不复存
在，黄河岸边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河湖面貌
恢复原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站在太格码头
上，乌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彭文吉
向采访团讲述着太格码头发生的变化。

这一变化，还要从2020年4月说起。乌海
市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海勃湾区滨河
街道河道右岸存在3处违章建筑，这3处违章
建筑均在河道保护范围内，对河道行洪造成极
大安全隐患。2020 年 11 月 10 日，乌海市检察
院向海勃湾区农牧水务局下发检察建议，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拆除违章建筑。

乌海市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为载体，严格
落实“河湖长＋检察长”长效联动机制，将联合
巡查与实时监督相结合，积极发挥公益诉讼在
河湖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推动跨部门联合执
法，形成有力的治理合力。经过多方努力，

2021年1月9日，3处违章建筑被拆除，彻底消
除了安全隐患。

“联席机制建立后，我们的执法力度明显
加强了。以前，我们苦口婆心、反复工作不见
效。检察建议下达后，我们的工作上升到了法
律层面，并形成了震慑力。”海勃湾区农牧水务
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芬深有感触地说，联席
机制的建立，对黄河生态环境治理可谓立竿见
影、落地见效。

黄河流域生态面貌改善，管理是关键。近
年来，乌海市检察机关深化黄河保护重点领域
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积极开展黄河流域清废、
非法采矿等专项监督工作，强化环境综合整
治，聚焦“水土流失”防治，3年来，全市共办理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125件，制发检
察建议95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1件，以“检察
蓝”守护“生态绿”，有效参与黄河治理，为保护
绿水悠长贡献检察力量。

黄河一路奔流而来，在乌海市海
南区进入内蒙古，朝西转了一个弯，
蜿蜒 2.7 公里后复向北去，位于转弯
处的“黄河西行客栈”由此得名。站
在刻有“黄河入蒙首站”字样的黄河
石旁，采访团沿着西行的黄河望去，
岸畔矗立着一排排错落有致的赛汗
乌素村农家小院，墙上的彩绘，绿意
的田园，俨然一幅美丽乡村画卷。

乌海市地处三大沙漠沙地交汇
处，常年干旱少雨，人均水资源量仅
为 417 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水资源
量的 20%，年平均降水量 159.8 毫米，
水资源承载能力弱，资源性缺水问题
严重，解决好黄河的节水用水问题，
是乌海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离
不开责任担当。黄河保护法为黄河
保护治理作出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安
排，发挥行政执法监督职能是助力
黄河保护法贯彻落实的重要一环。”
乌海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
科长张慧说，乌海市司法局聚焦执
法源头、过程、结果三个关键环节，
通过对执法部门开展行政执法专项
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工
作，进一步规范有关部门行政执法
行为。

乌海市水务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开
展深度节水控水行动，走出了工业城

市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的特色路子。
把水省下来，还要让水活起来。

一场再生水循环利用的“革命”悄然
兴起，节水管理模式正在探索中不断
创新。乌海市按照“适地适树”原则，
大力推广本地抗旱绿化植物，降低生
态绿化人工补水量；建成全域生态节
水灌溉系统，推广生态智能灌溉技
术，探索建立科学的绿化用水制度，
降低园林绿化耗水率；在农业领域，
积极探索“以工补农，以农哺工”的

“合同节水+水权转让”交易模式，鼓
励工业企业投资农业灌区进行节水
改造，提高灌区用水效率，节约的水
量通过水权转让方式用于工业生产，
优化了工农业水资源配置，形成“工
农互促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长河起雄坝，大漠出平湖。2014
年，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建成。作为
黄河内蒙古段唯一一座调节控制性
工程，海勃湾水利枢纽在防凌、发电、
优化水资源配置及改善生态环境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幅提高了黄
河内蒙古段的防洪标准，减轻了下游
防凌防汛压力，保障了黄河内蒙古段
持续安澜。同时，也造就出 118 平方
公里的乌海湖，为乌海市转型发展增
添新动力。

湿地保护、涵养区建设、植被带
建设、局地环境绿化及提升、水土流
失治理……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措
施，乌海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一幅
天蓝水美树绿的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开来。

综合履职 促进黄河生态治理

强化宣传 凝聚大河保护共识

聚焦关键 激活绿色发展动能

随机抽检水源随机抽检水源。。

开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宣传开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宣传。。

普法成员单位介绍情况普法成员单位介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