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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蒙古处于黄河“几”字湾上半部分，在整个黄河流域具有承西启东、北开南联的重要地

位。黄河流域的生态治理不仅仅是简单的治理，还要与高质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依据国家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方针，面向自治区发展需求，结合区域农业生产实际，围绕黄河流域

特别是乌兰布和沙漠区域特色和优势，思考如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乌兰布和沙漠治

理，大力发展以特色水果、蔬菜、中蒙药材与节粮型家畜养殖业为主的节水智慧生态农业，助推自治区

沙漠农业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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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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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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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几”字弯，是指黄河

部分上游和全部中游形成“几”

字弯环抱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

腹地。乌兰布和沙漠地处内蒙古巴

彦淖尔西部，是我国对黄河危害最

为严重的地区，乌兰布和沙漠每年

向黄河输沙约 1 亿吨，对黄河、河

套平原、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造

成了较大的危害。所以，从推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方向治理好

乌兰布和沙漠意义重大。

一、乌兰布和沙漠的发展

条件

（一）区位条件至关重要

乌兰布和沙漠位于内蒙古西

部，总面积 1.2 万平方公里，处于

全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格局

的北方风沙带核心区，是北方生

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

一，是西沙东移的主通道、中转

区，是乌兰布和沙漠下风口方向

广大地区沙尘暴的直接源头。将

贺兰山、狼山连接起来，形成一

道 完 整 的“ 贺 — 乌 — 狼 生 态 屏

障”，不仅能缓解该沙漠周边地区

的沙害，更对下风口广大地区的

生态环境起到关键性的保护作用。

（二）地理位置独一无二

乌兰布和沙漠处于我国承东

启西、联南接北的中间位置。巴

彦淖尔市连接宁夏沿黄经济带，

有京新高速公路（G7）、京藏高速

公路（G6）两大通道全线贯通，

京 包、 包 兰 铁 路、110 国 道 等 横

贯东西，2021 年计划开通临河到

北京动车组，将实现 5 小时到达

北京。距巴彦淖尔天吉泰机场约

90 公里、乌海机场约 70 公里，距

银川河东机场、包头东河机场约

300 公里，形成了公路、铁路、航

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交通便

利。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紧挨临

河区、乌海市、银川市，与鄂尔

多斯市隔河相望，基本可满足农

业开发所需的要求，且农产品外

运便利。

（三）具备完备的生态农业发

展条件

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

缘，境内沙漠面积 426.9 万亩，地

表为沙丘和沙生植物覆盖，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 68.3%，面积 426.9

万 亩 ；山 地 区 地 处 阴 山 山 脉，

归属狼山山系，占全县土地面积

23% ；紧靠黄河，属后套黄灌平

原的平原区占全县土地面积 8%，

黄 河 流 经 县 境 52 公 里， 黄 河 水

域 7.3 万亩，年引黄河水量 6 亿立

方米，平原区地势平坦、土地肥

沃、灌溉便利。乌兰布和沙漠湖

泊星罗棋布，湿地面积 60 万亩，

有大小湖泊 100 多个，纳林湖、

推进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
——以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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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伦湖等湖泊水量充沛，是我国

水资源最为丰富的沙漠。因此，

磴口县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

之称。

（四）气候光热资源丰沛

乌 兰 布 和 沙 漠 属 干 旱、 高

温、多风、少雨的温带典型大陆性

季风气候，冬季寒冷漫长，春秋短

暂，夏季炎热。降水量少，日照充

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积温

高，无霜期短。乌兰布和沙漠年

总辐射量在 200-204W/hm2 之间，

属我国太阳能资源富集区域。良

好的光热水土条件适应多种作物

生长，特色农副产品有华莱士、

蜜瓜、肉苁蓉、沙草、酿酒葡萄

等。另外风能资源丰富，光热资

源丰富，有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的条件。乌兰布和沙漠拥

有丰富的光热资源、黄河灌溉资

源，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条件得天

独厚，地广人稀，有利于集约化

农业发展，同时降雨量稀少，农

业病虫害相对较少，有利于发展

节水绿色有机农业。

（五）产业治沙经验丰富

从上世纪的 50 年代初期到现

在，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和人

民群众在治理沙漠上下了很大功

夫，采取了多种举措防沙治沙，

在具体治理措施上也做了很多工

作，生态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加快了乌兰布和沙漠的治理。通

过国家生态建设投资、政府主导

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充

分发挥企业和个人在沙产业方面

的积极作用，乌兰布和沙漠的治

理和沙产业的发展走上了正轨，

这其中也有许多特色种植业、养

殖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例 如， 依 托 乌 兰 布 和 沙 漠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酿酒

葡萄产业，全县累计种植酿酒葡

萄近 2 万亩。王爷地、游牧一族

等公司积极发展肉苁蓉产业，现

有肉苁蓉种植基地 5 万亩。苁蓉

酒系列、饮料、制药、山药、红

枣等产业正在悄然兴起，以板蓝

根、黄芩、黄芪、甘草、桔梗等

为主的中药材产业正在进行试验

和推广。目前，磴口县共有沙产

业经营主体 90 余家，覆盖面积近

80 万亩，形成了王爷地苁蓉、圣

牧高科等一批沙产业龙头企业，

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二、可持续发展的限制

因素

乌兰布和沙漠因位于半干旱

与干旱区的过渡带上，年均降水

量小于 150 mm，且蒸发量强，几

乎是降水量的 20 倍，因此自然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环境波动性很

大，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较

弱，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有以

下几方面 ：

（一）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

害时有发生

风、沙灾害是乌兰布和沙漠最

主要的灾害之一，生态环境受到风

沙等自然灾害频繁，沙尘暴引起流

沙搬移堆积、土壤风蚀沙化，土地

生产力降低，植被稀疏，土地盐渍

化加强，耕地肥力下降，草场大面

积退化等，加上自然因素中风、水

的对立性显著，湿润时期风力强，

干旱时期风力弱。自然灾害和自然

环境的大幅变动导致生态自我调节

能力下降。

（二）局部地下水位下降，湿

地受到威胁

随 着 近 年 引 黄 水 量 额 度 减

少， 农 业 灌 溉 用 水 不 足， 沙 区

土地大部分采取开采地下水明渠

衬砌灌溉，沙区的地下水用多补

少，采补不平衡，成为沙区潜在

的地下水安全危机。乌兰布和沙

漠中湖泊数量已经由过去的 130

多个减少到目前的 116 个，湿地

面积减少，导致沙区植被枯死，

湿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三）土壤盐碱化的危险度较高

由于该区地形自东南向西北

呈倾斜状态，黄河灌区的灌溉水排

泄不畅，再加上地表蒸发强烈，

很容易形成土地盐碱化。

（四）科技、生产力水平相对

落后

农 业 人 口 文 化 程 度 普 遍 偏

低，农业科技力量投入不足，乌兰

布和沙区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业生产中机械化、设施化、工程

化措施比重小、投入资本低，导致

农业生产效率偏低、效益不高，生

产力水平发展相对落后。

三、乌兰布和沙漠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及建议

（一）政府引领、科学决策、

统一规划、科技为本

加强内蒙古大黄河流域生态

农业科学决策与规划，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内蒙古黄

河流域生态农业发展规划。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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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企业 + 专家”三位一体的

顶层统筹体系，建立内蒙古黄河

流域农牧业产业联盟及信息化服

务平台，利用政府大数据信息领

域的优势，为农牧业龙头企业、

合作社以及科技人员提供全方位

的信息化服务，使黄河流域农牧

业发展达到信息化一体化管理，

提高龙头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

决策水平。

（二）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能

力建设

深化农牧业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改革，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平

台载体和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完

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释放农牧

业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加大农

牧业科技研发投入，加强与国内

外合作，在高效种植养殖技术、

智 慧 农 牧 业 等 领 域 开 展 技 术 攻

关，努力突破制约我区农牧业发

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到 2025 年，

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全国

先进水平。

（三）加大科技投入，使黄河

流域生态农业建立在高新技术的基

础之上

形 成 精 准 农 牧 业 与 智 慧 农

牧业体系。农业设施农业全部实

现计算机远程管理，提高生产效

率，通过传感器监控的数据随时

了解植物、动物的需求和疫情病

害，精准施测，提早预防。

（四）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发展“节水农业”可以节约

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主 要 是 改 变 农 业 用 水 的 灌 溉 方

式， 改 变 传 统 的 灌 溉 方 式 为 滴

灌、喷灌等方式。“节水农业”还

可以缓解和改善“土壤盐碱化”，

农业生产中传统的漫灌方式，很

容易导致地下水位上升，在水分

蒸发的过程中，地下的盐分被带

到地表，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土

壤盐碱化。在解决“土壤盐碱化”

这一生态问题的措施中，最有效

的方式就是“改变灌溉方式”，发

展节水农业，采用滴灌、喷灌，合

理控制用水，避免地下水位上升，

就可以有效减轻盐碱化。对于已经

盐碱化的土地，尽量通过现代生物

技术与设施农业加以解决。

（五）积极推动农牧业龙头企

业、农牧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国

有农业企业做大做强

政 府 提 供 配 套 基 础 建 设，

通 过 联 盟 机 制 形 成 经 营 主 体 联

合 体， 形 成“ 规 模 化 经 营 ”， 防

范自然和市场风险。农业产品市

场化选择经济作物提升附加值。

对于重点龙头企业、标准化示范

企业、拥有知名品牌或驰名商标

的企业、产业示范园区的企业、

国家级企业中心的企业、产业联

盟核心成员的企业等，严格执行

国家已出台的各类税费减免优惠

政策，对企业从事农业与林业生

产经营项目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企

业所得税 ；鼓励国家农业重点龙

头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募集经营资

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龙头企

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

（六）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

业从业人员素质

提升农业职业培训经验，鼓

励多方合作建立培训机构，加大农

业培训力度。加强对农牧民培训的

财政资金支持，采用请进来、送出

去的方式，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夜

校、专家现场讲座、远程线上、媒

体传播或示范村、示范户等方法，

积极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农牧民转

移就业培训，提高农牧民的知识水

平、整体素质和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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