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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更是内蒙古的生命河。党中央明

确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并将其上升

为重大国家战略，这一前所未有

的全新定位，为新时代黄河保护

治理工作开辟了全新视野 ；这一

重大战略的实施，必将对黄河中

上游重点省区之一的内蒙古产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这对促进内蒙古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

结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应下好

先手棋，盯住关键事儿，争取更

多的资源配置，走出一条符合战

略定位，体现内蒙古特色，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

一、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破解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的突出

困难和问题

黄河流域 是内蒙古生态最

脆弱、土壤沙漠化荒漠化盐碱化

面积最大、水污染最严重，水资

源最短缺的地区。专家们认为，

搞好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是根

源和治本之策，是高质量发展

的前提。要更加注重保护和治

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

治理。

（一）流域是关键，要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

保护修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黄河流

域的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

流域”，同时强调，“治理黄河，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

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统 筹 推 进各项

工作，加强协同配合”。

一要将生态保护优先作为

首要前提。杨臣华（内蒙古自治

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指出，内

内蒙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

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第 56 期内蒙古发展改革论坛综述

摘  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将对黄河中上游重点省区之一的内蒙古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内蒙古应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在抓好大保护、推进大治理的同时，探寻黄河流域内蒙

古段高质量发展之路。

关键词 ：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  高质量发展

蒙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总体脆

弱，对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同

时，内蒙古高耗能、高排放、高

污染行业多数集中在黄河流域

地区，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

较为严重，布局性结构性污染隐

患突出。他 提出，应 将 生态 保

护优先作为首要前提，创新保

护路径、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

加快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安全

格局，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李超（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学院

水利系主任）建议，以项目推动

生态治理，以科技发展推动项目

实施，以人 才推动科 技发展，

凝聚各方力量，形成良性循环。

二要开展环境污染全流域

系统治 理。 王 永佳（ 内蒙 古自

治区农牧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认为，内蒙古境内黄 河流域 农

牧 业发展中还存在面源污染治

理 难度较大、流域内草原生态

环境脆弱、农牧业循环发展不足

曲莉春   康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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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杨臣华提 出， 开展环

境污染系统治理，提 升生态环

境风险管控 水平，持 续加大污

染联防联 控 力度。 李 彬（ 内蒙

古自治区 水 利厅总工程师）建

议， 持 续 开展 河 湖 清“ 四 乱”

（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

行 动并着手建 立长效机制，抓

好旱作 梯田、淤堤坝、清洁小

流域等水土保 持项目的实 施。

王 立 新（内蒙 古大学生态与环

境 学院副院长） 说， 目前乌梁

素 海 水 质 提 升 仍 主 要 靠 补水

稀释，且 水质仍尚未达标，无

法回排黄 河。他认为，应全面

认识境内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演变 过程，着力化 解内源、面

源污染和山洪等对于黄河流域

内蒙古段生态环境的影响，配

合有关部门推 进 水污染防治工

作。 文 风（ 内蒙 古自治区研 究

室 原 副主任）提议，开展黄 河

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研究。

三要进行黄河流域沙漠综

合治理。文 风提出，可探索建

设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李超

认为，要 做 好植被绿化 工作，

以减少风力侵蚀对黄河沙源的

影响。

（二）水是核心，要护水

治水节水用水多方发力

水， 是 绿 色 之源， 是 生态

文明建设发力的关键。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工作的核心是抓 水

的问题，面对流域整体缺 水形

势和高质量发展需求，要护水

治水节水用水多方发力，以百年

千年计，尊重规律，久久为功。

1. 堤 防 安 全 放 首位， 抓住

水沙关系调节“牛鼻子”，用心

护水科学治水

一 要切实抓 好水灾 水害防

御。“黄河宁，天下平”，要切实

抓 好水灾 水害防御，保障黄河

长治久安。李 超说，黄 河内蒙

古段总体 落差小，接近平原河

道，还有部分河段为“悬河”，

导致黄河河道在内蒙古境内形

成游荡性频繁摆动的态势，形

成 桃花汛、伏汛、秋讯、凌汛

等“四汛”现象，其中凌汛灾害

影响极大，要找到科学的治理

之 道。李 彬介绍，凌汛突发性

强，防御难度大，以致 水灾频

发，堤防安全 形势非常严峻，

建议推进黄河水毁工程修复和

中小河流域治理，补齐支流堤

防短板，发挥综合防洪防凌效

益，力保黄河内蒙古段安澜。

二要完善水沙 调控 机制。

黄 河为害， 害 在 泥沙， 水少沙

多、沙源复杂、水沙关 系不协

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

在。李 彬说，内蒙 古是黄 河的

主 要产沙区之一， 以鄂尔多 斯

的十大孔兑 最为严重，黄 河流

域内蒙古段的水土流失问题非

常严重。 他 提 出， 应以减 少入

河泥沙为重 点，充分发 挥大自

然的自我修复作用，减少人为干

预，同时继续推 进淤泥地坝的

实施并抓好管护，积极推进黄

河十大孔兑治理 及黄河多沙粗

砂区集中来源区治理。杨臣华

认为，应以完善水沙 调控体系

为核心，强化防 洪 减 灾管理，

构建黄河防洪减淤体系。王永

佳提出，河套灌区用水方式粗

放，土地 盐碱化严重，成 为京

津 冀潜在风沙源。李超 强调，

要充分 认识不同比例泥沙来源

的复杂性，特别要注意具 有短

时性、突发性、剧烈性等特 征

的河流崩岸与河冰因素交织作

用 下， 会 大 量 产生泥沙入 河。

考虑黄 河泥沙与冰情呈现的新

特征，他建 议，在研究黄河河

道生态安全、防洪安全用水及

安全时，要综 合考虑气 象、地

形、水文及河道建筑等因素。

2. 注 重提升水资源供给保

障能力，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严格节水高效用水 

一 要开源节流两手 抓。黄

河流域内蒙古段 水资源匮乏，

大 力节水的同时， 还 要广开黄

河水源。李 彬介绍，黄 河流域

内蒙古段 农 业用水占 93%，但

粮食主产区河套灌区的灌溉水

利用率仅为 0.4 左右，用水浪费

且结 构不合理。他建 议，以河

套灌区现代化建 设为抓手，大

力节约农 业用水。王立 新 说，

农民对河套灌区现行的节水控

肥 减 膜 等 措 施 积 极 性 不 高。

文风 建 议，开展节水和水资源

开发利用工程专项研究，如研

究 水 沙 置 换， 通 过 减 少 农 业

用水，增加生态用水，以减 少

排入黄 河的泥沙 量，增加黄 河

可用水量，从而实现黄 河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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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所用。李超 提出，应 重视

凌汛 灾害的影响，但也可以转

化思路，探索如何合理调配利

用，使凌汛成为计划外水源。

二要科学配 置 水资源。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

定人、以水定产。李彬认为，黄

河流域内蒙古段用水矛盾十分突

出，只有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提高用水效率，优化用水结

构，才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

供水资源支撑。要严格控制农

业用水，不再新增引黄灌溉面

积，严把用水关，将有限的水资

源用到高质量发展项目上 ；继续

推 进 水权转换，用好再 生水，

努力解决工业等用水指标问题。

王永佳 建 议，将高标准 农田建

设项目向黄河流域地区倾斜，实

施 水价 综 合改革。 赵云平（ 内

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总经济

师）建 议，积极探索实施一批

水权 置换、河湖联 通工程，解

决用水难题。

二、抓好大保护，推进

大治理，探寻黄河流域内蒙

古段高质量发展之路

黄 河流域内蒙 古段是自治

区重要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地区、重要经济带和增长极，也

是人口主要集聚区、特色农业种

植区和工业重点承载区，更是自

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领头雁”。

沿黄地区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

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才可

能实现共赢。这一重大国家战

略的实施，必将促使内蒙古经

济发展方式发生重大变革，需

规划好适应内蒙古特色的发展

道 路，实现黄 河流域 科学、绿

色、可持续的发展。

（一）明确战略定位，抓

住内蒙古发展中新的重大历史

机遇

杨臣华指出，要全面思考认

识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共抓

大保护和协同推进大治理以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系，

并借助国家重大战略在内蒙古

的实施，抓住内蒙古发展中新的

重大历史机遇。张志栋（内蒙古

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处

副处长）认为，内蒙古面临着加

快高质量转型机 遇、生态环境

保护和建设的机遇，形成发展

共识凝聚发展合力的机遇及推

动新旧动能转化的机遇。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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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水利部门要力争配合推动

一批重点难点问题解决，推动

一批重大项目实施。如加快推进

“八七分水”方案调整，“南水北

调”西线工程、岱 海应急补水

工程的立项实施等。

（二）注重空间统筹，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

王 立 新 认为，应参照长江

经济带的发展模式，注重空间

统 筹，明确产业优化调整布局

的方向。从流域角度做 整体湖

库岸线、城市群的水陆统 筹，

下大力气，摸 清家底，处 理 好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杨臣华提出，应 将 提升产

业 素 质、 促 进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作为重要支撑，推动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文风提出，开展

“黄河流域绿水青山一张图”专

项研究，注意调整沿黄工业园

区布局，合 理化 重 构，走 集中

集聚集约的路 子，促 进 要素自

由流动并向优 势 地区集中，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转变发展方式，推动

产业协调高效发展

一是科学谋划沿黄流域农

牧 业未来发展举措。王永佳建

议，内蒙古应在客观把握黄河

流域农牧 业发展优势，深入检

视黄河流域农牧业发展存在问

题的基础上，科学谋 划沿黄流

域农牧 业未来发展举措，如加

强生态保护和治理，推进农牧

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打造 农

牧 业集群发展，做强做优农牧

业品牌等。 赵云平认 为， 应减

少农 业 用水比例，力争走出一

条 适量、 精品、 高端、 高 效的

农牧业发展路线。

二是 适时调整产业结 构，

推 动 新 旧 动 能 转 化。 文 风 提

出，适时调整产业结 构，调整

高耗 水、高排 放产业，发展 低

耗 水、 低排 放、 高 效 益 产业，

注重发展环保产业，向制造服

务业 延伸。张志 栋建 议，抓住

机遇，促 进内蒙古黄河流域各

盟市形成发展共识凝聚发展合

力， 调动各盟市特色化产业化

发展，在绿色高质量发展中形

成你追我 赶、 你缺 我补、 你优

我特的发展局面，挖掘“深闺资

源”，并围绕市场需求在挖掘、

弘扬、嫁接、融合中进行创新，

推动新旧动能转化。

三是 加 快 构建“ 沿 黄 经济

带文化旅游生态走廊”。张志栋

认为，加快构建“沿黄经济带文

化旅游生态走廊”，对于沿黄地

区实现生态与经济叠加共 生、

互促共进，再造区域发展 新优

势、持 续增长新动能非常迫切

和必 要，只有将 保护生态环境

和发展经济有机统一起 来，才

能更加有效地推动黄河流域内

蒙古段的高质量发展。

（四）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积极探索符合黄河流

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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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 坚 定文化自

信的重要根 基。杨臣华认为，

要 按 照 创 建 生 态 文 明 先 行 示

范区的要求，以绿色发展为引

领 , 加 快 推动内蒙 古生 态文明

建 设 , 并 加 强黄 河文化 研 究、

加强文化古迹 保 护、加强非物

质文化 遗产传承保 护，推动黄

河流域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将

保 护、 传承、 弘扬黄 河文化作

为时代 重任，打造黄 河文化 金

名片。 王 永佳 提 出， 要 挖 掘黄

河流域农耕文化特色并大力传

承 和拓展，实现文化产业与农

业经济、休闲度假、旅 游观 光

相融合。张志栋建议，应进 一

步挖掘、弘扬黄 河文化，并将

之与内蒙古的游牧文化、草原

文化、 农 耕 文化、 丝 路文化、

西口文化、戍 边文化等相互 嫁

接、融合，让黄 河流域 生态 优

先绿色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动

力、更有质量。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 发 展涉及面广、 待 研 究课 题

多且紧急，赵云平建 议区内智

库和科 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从大

处 着眼， 从管用务实、 短 期能

干入手， 尽快 进 行研 究论 证 并

提出对 策，力争在国家战略实

施中充分反映内蒙古诉求，同

时在自治区“十四五”规划中予

以体 现，为促 进自治区黄 河流

域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贡献专家

智慧。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发

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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