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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金秋，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

究会赴凉城县调研，考察了该地区湿地生

态环境保护及企业文化建设等相关内容。

为该地区文旅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会长

刘志军、副会长刘俊、郝党政，名誉会长

伏来旺及当地部分理事、会员参加活动。

调研组一行首先参观了岱海湖生态

应急补水工程的岱海湖水循环监测站。岱

海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内陆湖，是自

治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在涵养水源、维

持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等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是我国北方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岱海湖生态补水工程于2020年5月启

动，该工程从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的黄河

干流取水，输水线路长131.7公里，设计

年最大取水量4466万立方米。通过几年的

治理与保护岱海地下水位得到明显回升，

周边生态得以恢复。至2024年初，岱海治

理应急补水工程累计补水近2800万立方

米，湖面面积近十年同期首次出现回升态

势，水质指标达到规划目标要求，湿地植

被覆盖率从68％增加到70％，鸟类种类增

加到99种，首次发现国家一级濒危保护动

物丹顶鹤。与此同时，政府通过采取“一

封一育一禁止，两减两补两修复”“两改

四控三处理”等综合治理措施，围绕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实施“三水共治”，

推进本地区生态治理工作落地见效。

之后，调研组参观了鸿茅药酒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鸿茅药酒是中华

老字号、国家级非遗产品，始创于1739

年，由67味中药材配伍制成，是有着近

三百年历史的复方酒剂。与大复方密

切相关的便是古法配制技艺。鸿茅药

酒经选药、炮制、另煎、鼎合、封

坛、泉浸、地养、茅缩，八步69道工

序构成，其制作工艺的核心，提高了

冷浸、酵酿旧法药效释出效率低、酒

性或烈或寡的弊端，开创了古代药酒

生产的热浸法时代。地养、泉浸工艺

过程使药性不燥、醇厚有神，最终达

研究会赴凉城县调研

凉城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