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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

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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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大国家战略。这是

新时代党中央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最新阐

述，为内蒙古构建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新

格局，探索出一条符合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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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加强生态保护

治理，促进全流域共抓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奠定了新基础。 

一、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流

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

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深刻领会总书记指示精

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对于进一步推进内蒙

古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和建设我

国西北、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方式等作

用十分重要。

从生态地位看，黄河流域是

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华北

平原的重要生态廊道，也是国家

推进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摘  要 ：当前黄河流域水少沙多、水沙异源时空分布不均等矛盾依然突出，内蒙古流域生态环境脆

弱，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等形势严峻。协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将有

效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内蒙古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和建设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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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分布有青藏高原生

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

障、北方防沙带，其生态状况直

接关系到我国中长期生态演变格

局。黄河内蒙古段介于阴山南麓

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穿行于乌

兰布和沙漠、河套灌区及土默川

平原与库布其沙漠之间，流域地

区生态环境总体脆弱，是生态环

境治理的集中区，部分区域生态

环境问题突出。流域 7 盟市荒漠

化土地面积约占全区荒漠化土地

面积的 60%，沙化土地面积约占

全区沙化土地面积的 72%，对湖

泊、交通要道、农田和城市发展

形成不利影响。同时，流域内布

局了全区大多数的能源、化工、

冶金等产业，布局性、结构性污

染隐患突出，流域环境污染治理

压力大。

从 经济地位看， 黄 河流 域

的黄 淮 海 平原、 汾渭平原、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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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灌区是农产品主产区，粮食和

肉类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

流域内的 河 南、 山东、 内蒙 古

等省（区）是全国粮食生产核心

区。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

域”，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

色金属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

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

基地。对于内蒙古来说，黄河流

域也是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流 域内 7 个 盟市总 人口占全 区

的 50.06%，国土面积占全区的

44.3%，呼包鄂城市群是黄河流

域重要城市群。流域经济总量、

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占内蒙古

的 65%-70%，河套灌区是 全国

三大灌区之一，绿色数据中心总

装机能力突破 100 万台，居全国

首位。 全区 72% 的 煤 炭 产 量、

75% 的 煤 电 装 机、80% 的 重化

工业都集中在这一区域。内蒙古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以高耗能、高

耗水、高排放的传统资源型产业

为主，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不

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任务

十分艰巨。

从黄河文化弘扬看，黄河流

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流域内

史前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形成黄

河上游的河湟文化区、中游的中

原文化区和下游的海岱文化区。

丝绸之路贯穿黄河流域，闻名世

界的“四大发明”及中华第一古

国——夏均诞 生于黄 河流域。

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

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红色文

化资源丰富。内蒙古黄河流域文

化遗产丰富，7 盟市有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53 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4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5

人。目前，内蒙古黄河文化研究

欠缺，文物保护利用、长城保护

利用不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措施薄弱，尚没有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同

时，文化旅游融合不足，流域旅

游产业体系不健全、重复建设、

同质化竞争等现象普遍存在。有

效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只有以系

统思维和从全局高度，打破一地

一段一岸的局限，才能从根本上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协同推动内

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环境治

理和高质量发展。

二、推进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黄

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这句

话的关键之处，也正是触及到当

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的痛

点，需要我们始终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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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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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保护好母

亲河黄河，有效促进全流域高质

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一）全面加大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

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空

间一体化保护和环境污染协同治

理，创新保护路径，创新发展模

式，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形成生

态宜居的生态安全格局，着力改

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一

是着力抓好生态保护。争取国家

支持内蒙古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验，努力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制

度成果。组织开展流域生态环境

普查工作，摸清生态环境底数。

划定“三区三 线”、制定“三 线

一单”，完善黄河流域国土空间

保护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格

局、城镇发展布局、产业机构调

整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严格落实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制

度，强化沙漠沙地和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加强水土保持工程建

设，推 进小流域 综 合治理。坚

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施黄

河流域国土绿化行动，突出抓好

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严格落实沙

化土地封禁保护制度，加强沙漠

沙地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二是

谋划开展系统治理。加强黄河流

域乌梁素海、岱海等湖泊的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优化产业布局、

规范工业园区环境管理，严控工

业园区废水、废渣、废气排放。

严格环境监管，提升生态环境风

险管控水平。加快编制水域岸线

保护与利用规划，实施水域岸线

分级差异性管控。探索实施人

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改善流域

生态环境。推广使用生物农药和

可降解地膜，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实施“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全民行动，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抓好原煤散烧、工业、机动

车等污染防治，推进行业清洁化

改造和城镇污水处理，持续加大

污染联防联控力度。

（二）切实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以完善水沙 调控体系为核

心，构建黄河防洪减淤体系，确

保黄河沿岸安全。一是加快黄河

水沙调控体系建设。推进黄河防

洪工程建设，增强黄河干流防洪

能力。开展城市防洪排涝工程达

标建设及海绵城市建设。加大黄

河重要支流治理，继续实施病险

水库与淤地坝除险加固。推进十

大孔兑治理项目建设，恢复流域

植被覆盖。二是强化防洪减灾管

理。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

推行黄河综合管理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强化防灾减灾管

理。推进黄河防凌减灾和蓄滞洪

区建设，引蓄凌汛期洪水，提高

凌汛期水资源利用率。强化内蒙

古黄河干流水域岸线利用管理保

护，促进人水和谐 , 确保防洪安

全。三是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

用。加快城乡应急备用水源建设

和水源地保护。严格水资源论证

制度，建立健全规划和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制度。强化用水总量

与强度“双控”，引导产业用水

结构调整和经济布局优化。

（三）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

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按照人口、经济与资源

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要求，宜水

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

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不断提升产业 发展质量。一是

强化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城、

定地、定人、定产，建立健全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

理制度，优化空间布局，走好集

中集聚集约发展的路子，提高资

源、要素配置效率。二是加快产

业转型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智能

化、清洁化改 造，加快 推 进先

进制造业发展，积极培育非煤产

业、非资源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统筹推进煤电油气风光资源

综合开发集约利用，创建国家现

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

发展质量和水平。三是大力发展

现代农牧业。积极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深入实施农业高效节水

行动。强化农业取水许可管理，

加大地下水超采治理力度。推广

水肥一体化及喷灌、微灌、管道

输水灌溉等农业节水技术。严格

执行基本草原保护、禁牧休牧、

草畜平衡等制度，落实草原生态

保护补奖政策，加快转变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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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方式。加大宣传和政

策支持力度，培育农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四是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建立规划衔接协调机制，加

快形成黄河流域地区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新局面。按照主体功

能区定位，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和

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呼包鄂乌城

市群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

集聚集约发展。围绕公共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平台、创新能力提

升和新兴产业培育等领域出台优

惠配套政策，加大投资力度，推

进鄂尔多斯—— 包头产业转型

示范区建设。推动投融资模式创

新 , 完善交通、电网、油气管网

等现代基础设施建设。

（四）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

将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作为时代重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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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黄河文化新的

时代内涵，展现黄河的历史厚度，

塑造万里黄河的独特人文魅力。

一是加强黄河文化研究。结合“构

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组织开展

内蒙古“黄河两岸早期聚落遗址”

考古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国家共

建“一带一路”重点，做好“草原

丝绸之路”与“万里茶道”研究。

以红色文化为依托，大力开展革命

文化弘扬传播工作。二是加强文物

古迹保护。高标准完善文物保护单

位“四有”基础工作，做好保护、

展示、考古、研究工作。在黄河流

域盟市重点实施一批古遗址、古

墓葬、明清古建筑和少数民族建

筑、近现代文物建筑群、典型线

性文化遗产、工业遗产、革命遗址

的保护维修工程。探索建设考古遗

址公园、长城文化公园等工程。三

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

加强对传统工艺的支持力度，实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加强非遗传

承人培养培训，推进“非遗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加快非

遗产业转化，支持鄂尔多斯市牧

业文化生态保护区申报国家文化

生态保护区。四是推动文化旅游

深度融合。统筹黄河流域各盟市

旅游资源，深度挖掘黄河文化内

涵，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品牌。开

展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资源普查工

作，深入挖掘流域优秀传统和民

族精髓，打造既有民族文化底蕴

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旅游精品。推

动阴山岩刻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建设黄河文化公园等一批

自治区级文化公园。大力发展红

色旅游。大力挖掘黄河流域农耕

文化特色，实现文化产业与农牧

业经济、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深

度融合。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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