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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燕窝池村依托贺兰山环境优势，
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

一到周末，“贺兰山下第一村”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龙泉村
里就会有很多游客来游玩。

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原隆村全貌，可以看出老百姓生活质量
大幅度提升。

▲10月29日，记者航拍位于贺兰山脚下的交通要道。

贺兰山横亘在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是
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分开了游牧文化和农耕
文化。它也是游牧民族通往中原的大门，被誉为“沙
漠之咽喉”。山势的阻挡，既削弱了西北高寒气流的
东袭，阻止了潮湿的东南季风西进，又遏制了腾格里
沙漠的东移。贺兰山以其巍峨的身躯构筑起了西北
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两千年来，见证了游牧和农耕
两大文明碰撞与交融的历程，守护着灿烂的文化，交
汇盛放，被宁夏人称为“父亲山”，守护着塞上江南。

这座慷慨而豁达的大山，拥有 700 多种珍贵的
动植物物种。赋存 10 多种矿产资源，“太西煤”和

“贺兰石”在宁夏“五宝”中就占据两席，为宁夏乃至
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座充满生机和
灵性的大山，一草一木，一岩一石，都孕育生命的奇
迹，积蓄生态的能量。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批批“淘金者”涌入
这片雄浑秀美的土地，导致贺兰山周边环境遭遇严
重危机。面对饱受磨难的“父亲山”，自治区党委和
政府果断决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修复保护。

2017 年 5 月，宁夏正式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
战”，用一年多时间对 169 处整治点全面开展了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

2018 年，宁夏下达 2019 年重点生态修复保护治
理项目资金，启动宁夏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

2019 年 5 月，宁夏印发《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修复工作方案》，要求建立贺兰山生态环境保护长
效机制，逐步恢复贺兰山自然生态本底。

……
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绿色正在成为贺兰

山最美的底色。目前，贺兰山保护区及周边环境综
合整治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保护区森林覆盖率由
2007 年的 12.5%增长到目前的 14.3%，植被覆盖度由
45%增长到 65%，主要野生动物岩羊、马鹿等种群的
数量不断增长，生物多样性呈明显增长态势，生态保
护效果显著，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龙泉村里，每家每户的小院都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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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位于贺兰山脚下的闽宁镇景色格外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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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在贺兰山脚下的惠农区燕子墩乡，村民曹大农收
割萝卜。

贺兰山植被茂密，郁郁葱葱。
贺兰山秋色满满。

▼10月29日，记者航拍到的贺兰山脚下的闽宁镇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