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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

话》。讲话宣示了党中央对治理

黄河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坚定意志，极其重要。在此，

笔者结合内蒙古实际，就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谈两个

方面观点。

一、抓住国家战略的机

遇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一样纳入重大国家

战略。这对于内蒙古保护黄河流

域，向以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转型，为

各族人民谋福祉，是一次重大和

不能错失的机遇。对此，必须引

起全区上下高度重视。

（一）下好先手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

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领导，发挥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尊重

规律，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抓紧开

展顶层设 计，加强重大问题 研

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对此，我们

要统筹有关地区、有关部门、有

关研究机构，紧紧围绕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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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黄河流域绿色风景线

摘  要 ：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纳入重大国家战略，对于内蒙古是一次不能错失的机遇，必须

抓紧开展前期研究，抓紧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力争纳入国家规划予以实施。要将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统筹起

来，研究调整沿黄工业园区布局，借力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协同打造黄河生态文化旅游走廊，大力发展绿色节水

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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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讲话 精神，从不同侧面加

强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研究，积极参与国家

顶层设计和规 划研究，结合内

蒙古实际提出合理化建议。为

此，建 议自治区发改委 牵头设

立“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研究”重大专项，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容设若

干研 究专题，及早开展 研 究论

证，为国家和自治区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比如，根据黄河沙多水

少、河床淤积的现状，开展黄河

流域沙漠综合治理工程专题研

究，包括十大孔兑治理 工程、

库布其国家级沙漠生态经济示

范区建设工程等 ；根据黄河流

域 水污染现状，开展黄 河流域

水污染治理工程专题 研究，包

括乌梁素海治理工程、大黑河等

入黄流域污水治理工程等 ；根

据黄 河流域 水资源短缺现状，

开展节水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专题研究，包括工业节水、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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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人 工 影响天气、矿井疏

干水利用等 ；根据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治理需要，开展黄河流域

“绿水青山一张图”专题研究 ；

根据黄河特别是悬河段、十大

孔兑入河段的决堤风险，开展黄

河疏浚和护堤 工程专题 研究，

包括水沙置换、凌汛分水等。

（二）盯牢关键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黄

河， 重 在 保 护， 要在 治 理。 同

时提出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

升治理等工程。对类似国家计

划上马的工程治理项目，我们必

须抓紧做 好前期的论 证，制定

科学的工程方案，力争纳入国

家工程计划支持。在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突出抓 好重大

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水

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淤地坝建

设等工作 ；在保障 黄 河长治久

安方面，突出抓 好完善水沙 调

控机制，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

提升治理工程等工作 ；在推 进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突出

抓好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发

展节水产业和技术，推 进农 业

节水，实 施全社会节水行 动等

工作 ；在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宜水

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

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突出抓好沙梁地区创造生态产

品，河 套灌区发 展现代 农 业，

区域中心城市集约发展，贫困地

区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 ；

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方

面，突出抓好黄河文化遗产的系

统保护开发，打造黄河生态文化

旅游长廊等工作。

二、应对生态绿色的挑

战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

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 进大治理。与长江 经济

带一样，抓好大保护也意味着不

搞大开发。从而，对内蒙古如何

做好在大保护的前提下推动产业

转型和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跨越工

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

必须攻坚克难、积极应对。

（一）研究调整沿黄工业园

区布局

长江经济带的湖北省为破解

“化工围江”困局提出，在 2020

年底前完成长江沿江 1 公里范围

内化 工企业关改搬转，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沿江 1 至 15 公

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沿江 1 公里内禁止新建化工项目

和重化工园区，沿江 15 公里范

围内一律禁止在园区外新建化

工项目，同时对尿素、磷铵、电

石、烧碱、聚氯乙烯、纯碱、黄

磷等行业 新增产能严格控制。

内蒙古面临同样的问题，特别是

沿河较 近的阿拉善、乌达、蒙

西、大路等工业园区目前的规划

如何，需要重新审视，对不符合

黄河生态 保护的要进行 调整，

同时需要对这些园区及园区有关

企业进行升级改造。

（二）借力推动环保产业

发展

从市场 看， 全 球 环 保产业

年 均 增 长 8%， 我 国 2016 年 环

境 服 务 业 收 入 约 7628 亿 元，

到“十三五”末将增长至 2.3 万

亿元，环保产业产值增长率 在

15%—20%。据业内人士预测，

“十三五”期间环保产业社会总

投资可达 17万亿元。其中，土壤

修复约 10 万亿元，水污染处理

约 2 万亿元，大气污染治理约 1.7

万亿元左右。尽管如此，仍有近

70% 环保领域治理需求不能得到

满足。黄河流域看，高污染、高

耗能产业集中，治理任务重，市

场空间非常大，如此巨大的市场

空间，内蒙古却没有培育起自有

品牌的环保产业集群。仅有的一

家久科环保产业园，虽然拥有高

含盐废水零排放分质盐资源化循

环利用技术，但也刚起步。毫无

疑问，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必将为内蒙古发展环保产

业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

和更加丰富的机会。把黄河流域

特别是内蒙古巨大的环保市场空

间转化为内蒙古自己的环保产业

集群和打造中国西部环保产业基

地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方面助

力打赢黄河保卫战，一方面发展

壮大内蒙古的新兴产业，二者可

以实现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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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打造黄河生态文

化旅游走廊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黄 河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

推 进 黄 河 文 化 遗 产 的 系 统 保

护，深入 挖掘黄 河文化 蕴含的

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按照习近平 保 护、传承、弘扬

黄 河文化的要求，遵循生态文

化 产业化 的思 路， 协同山西、

陕西、 宁夏等省区， 系统 打造

和协调推动黄河生态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不仅有利于延续历

史文 脉， 坚 定文化自信， 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精神力量， 而且可以形成

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

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

有机结合。不仅如此，黄 河流

域 河道滩涂整治，沙漠治理，

建设防护林，清退污染企业，

发展绿色产业恰好形成一条绿

色廊道，为黄河生态文化旅游

走廊建 设奠定了生态基础，再

辅之 基础设施建设，装点丰富

的黄 河文化和草原文化内容，

必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实

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

念。

（四）大力发展绿色节水高

效农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

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

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

合理 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

产业和技术，大力推 进农业节

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推动

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

变。内蒙古 河套灌区平均生产

一公斤粮食就要消耗 一吨 水，

无 论从资源节约角度考虑，还

是从成本效 益角度考虑，这种

现象必须改变。首先是大力发

展绿色节水高效农业，努力提高

用水效率和效益，其次是在水

资源统筹高效利用方面实现工

农、城乡之间的调剂。这方面水

权置换是 个很 好的办法，以往

内蒙古水权置换是用工业买水

的钱款 衬砌农业灌渠，还可以

探索用农业水价调整加政府补

贴的方式调整农民用水心态，

从而达到农业节水的目的。

我们相信， 只要 我们坚 定

不移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精神，就一定能做好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篇大

文章，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让黄河流域 人民更好

分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研究室

原副主任，北辰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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