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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落实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思路对策研究》课题组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

得积极成效，但依然存在诸多问

题。“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还需

要进一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共同

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

要求，立足全流域整体和长远利

益，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

安全和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作出

新贡献。

一、内蒙古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存在的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

沿黄 7 盟市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

分别占全区的60%以上、72%以上。

水土流失问题突出，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数量占全区的 60.6%。流域

内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比重高，大

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问题突出。

黄 河 水 沙 关 系 调 节 有 待 加

强。内蒙古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

区，乌兰布和沙漠每年进入黄河泥

沙量高达 1 亿吨，十大孔兑和皇甫

川、乌兰木伦河、悖牛川等含沙量

大的河流注入黄河，流沙入河抬高

河床、加快淤积，对防凌防汛造成

压力，保障黄河长久安澜任务艰巨。

水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沿黄盟市用水模式粗放、高耗水产

业占比较大、农业用水效率不高、

超采超用问题依旧突出，用水量已

接近或超过可利用量。目前，包头

市、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

盟被国家列为地表水超采区。

产 业 转 型 提 质 面 临 较 大 压

力。沿黄盟市产业倚能倚重，新兴

产业供给滞后，主导产业链条短、

精深加工不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产业化未形成规模，能源衍生产业

培育滞后，距离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二、内蒙古落实好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对策

（一）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保障黄河安澜，切实维护好国

家生态安全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行自然恢

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

合，在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水生态

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上下

功夫，为达到全流域保护治理最佳

效果趟出路子。一是强化“三线一

单”硬约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守好绿色发展底色。推

进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开展黄河流

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

性评价，划定生态缓冲带，加强流

域控制单元精细化管理，实施湿地

恢复与保护工程。二是推进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大力推进黄河生态带

建设，实施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

拦沙工程，加大河套—土默川平原

区、黄土高原土地沙化区、内蒙古

高原湖泊萎缩退化区和乌梁素等重

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三是强

化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统筹治理

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地，启动

实施“乌贺原”生态安全屏障工

程，推进锁边防风固沙工程建设，

合理发展沙草产业、沙漠光伏、沙

区生态旅游产业等。四是加大黄河

流域污染防治。开展不达标断面、

重点湖泊、入河排污口、污水处理

厂、饮用水水源地等专项整治，加

强乌梁素海等重点湖泊“一湖一

策”治理，统筹城乡生活污水治

理、工业清洁化绿色化改造，强化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和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五是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强

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动全社会深

度节水控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六是抓住水沙关系调节“牛鼻

子”，健全以重大水工程为主的水

沙调控体系和防洪减灾体系，科学

内蒙古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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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蒙古     黄河流域     对策建议



18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实施乌兰布和、杭锦淖尔、黄河阿

拉善应急分凌（洪）等蓄滞洪区建

设工程，推进凌水治沙、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和山洪灾害防治，保障黄

河长久安澜。

（二）围绕服务“两个基地”

战略定位，大力推动转型升级，切

实保障好国家粮食能源安全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立

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加快形成

符合黄河大保护战略定位、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体现内蒙古优势特

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坚决扛稳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发展生态

高效农牧业。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以河套—土默川平

原为重点，一体化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盐碱地改良，加大水浇地水

肥一体化改造力度。坚持“以草定

畜”，实施种业工程，推进种养加

一体化，加快奶业振兴，转变畜牧

业生产经营方式。实施品牌发展战

略，培育提升天赋河套、乌兰察布

马铃薯、乌海葡萄等区域公用品牌

影响力，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

治理，多渠道加大品牌宣传力度。

二是坚决担负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重任。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大文

章，加快构建多种能源协同互补、

综合利用、集约高效的能源供给方

式，推动能源结构向深度脱碳转

型。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加快

煤炭安全高效开采和清洁高效利

用。坚持大规模外送和本地消纳、

集中式和分布式开发并举，推进风

光等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积极

开展“风光火储一体化”“源网荷

储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一

批千万千瓦级风光电基地。大力发

展氢能经济。三是推动制造业全链

条提质。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推进

优势特色产业生态化改造、绿色化

转型，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

链，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有色

精深加工、农畜产品加工、新材

料、生物医药、羊绒加工等先进制

造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三）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

史文脉，讲好“黄河故事”

统 筹 黄 河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利

用，坚持系统保护和协同创新并

举，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

值， 展 现 黄 河 的 历 史 厚 度， 讲 好

“黄河故事”。一是推进黄河文化遗

产保护。全面普查黄河文化遗产，

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

系，推进蒙古族服饰制作技艺、蒙

古族刺绣、阿拉善地毯织造技艺等

传统工艺振兴，扶持蒙古剧、二人

台等地方戏曲传承发展。二是深入

传承黄河文化。实施黄河文化研究

工程，传承发展呼麦、长调、二人

台等表演艺术和民间剪纸、刺绣、

面塑等手工技艺，挖掘蒙古族服

饰、饮食文化，大力弘扬传播红色

精神、红色文学、红色艺术。实施

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传

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

合、数字再现工程，积极推进阴山

岩刻遗址、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三是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开发观光休闲、研学教育、文

化体验、文化演艺等文化旅游产

品，建设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城

川红色小镇等红色旅游项目，发展

游艺习俗、游牧礼俗体验产品，培

育民宿度假体验、民间风味美食

节、庙会花会、乡村曲艺表演等旅

游品牌。联合推出中华文明探源、

黄河寻根问祖、黄河世界遗产、黄

河安澜文化、红色基因传承、治黄

水利水工程研学、黄河乡村振兴等

主题线路。四是加快孵化黄河文创

产业。推动“文化 +”，促进黄河文

化与数字技术、影视动漫、创意设

计、文化装备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依托二人台、民间说书、呼麦、长

调、乌力格尔等艺术资源，打造中

小型、主题性、特色类的文化旅游

演艺产品。依托石刻岩画、包头剪

纸、树皮画、壁画、蒙古文书法等

传统美术资源、民间剪纸、刺绣、

面塑、制皮、蒙古族刺绣等手工艺

术，开发传统手工艺文创产品。融

入文化和旅游部黄河流域艺术创作

联盟，开展弘扬黄河文化美术、书

法创作。推动传统文化生产与数字

经济的协同发展，充分利用网络音

乐、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漫

等新业态新模式，传承发展黄河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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