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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绿色发展是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
文 明   乌 兰

摘  要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也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集中，

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这是内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瓶颈，唯有基于内蒙古特有的生态条

件，又突破现有生态环境约束下的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内蒙古农村牧区的全面振兴。可见，实现绿色发展是

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各地区应立足于各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实际，探索多样化的绿色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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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解决生态环境

问题为前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全面

推进“三农”工作的关键。在内蒙古，乡村不仅指农

村，也要指广大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党的十八大以

来，内蒙古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内蒙古

自治区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

年全区农林牧渔总产值达 2813.54 亿元，比上一年

增加 19.32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达 1434.70 亿元，牧

业产值达 1200.60 亿元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

降 0.5%，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长 4.1% ；牧业年度良

种及改良牲畜总头数达到 11392.9万头（只），占总存

栏头数的 90.3%，牛羊肉等特色优势产品产量增速实

现 5% 以上。同年，全区农牧业机械总动力 3484 万千

瓦，比上年变同口径增长 4.6%，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了83.5%，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结构调整

逐见成效，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2017 年，内蒙古农

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584 元，比上

年增长 8.4%，农村牧区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至

27.8%，全区农村牧区贫困人口下降至 37.8 万人，农村

牧区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等化，

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然而，与快速发展的农牧业经济、日新月异的农

牧民生活，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发展相比，内蒙古农

村牧区生态环境依然是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

位一体”的最弱环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内蒙

古地处祖国北疆，与蒙古、俄罗斯接壤，与东北、华

北、西北八个兄弟省区毗邻，草原和森林面积分别占

全国 22% 和 7%，水面、湿地面积位居全国前列，保

留着大面积的原始生态区域，是北方面积最大、种类

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集

中、危害严重的省区之一。显然，生态环境问题依然

是内蒙古农村牧区发展的瓶颈和短板。

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以倡导绿色发展

为基准

内蒙古生态环境依然十分脆弱，保护和恢复任

务仍然艰巨。其中，农村牧区、农牧业和农牧民是保

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保护核心区域、重点领域和主人

翁。首先，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情况依然严重。据内

蒙古第 5 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截至 2014 年，

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 60.9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

积的 51.50% ；沙化土地总面积为 40.78 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总面积的 34.48% ；有明显沙化趋势土地面积

17.40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地面积的 14.71%。其次，

在十二五期间，内蒙古草原“三化”面积比 2010 年减

少了671.29 万亩，草原生态整体恶化趋势有所缓解，

部分地区开始恢复，然而与世纪之初草原“三化”面

积达 7.02 亿亩相比，防止草原退化，恢复草原生态

的任务仍然艰巨。再者，内蒙古农牧业发展中的环境

问题依然严峻。据统计，2016 年内蒙古化肥施用量

达到 234.64 万吨，平均化肥施用量达 296.19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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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远远超过国际上为防止水体污染而设置的 225

公斤 / 公顷的安全上限。另外，2016 年内蒙古农牧业

用水量达到 139.20 亿立方米，占到生产生活用水总

量的 73.1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0 个百分点强。

但主要农产品之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却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385 公斤 / 公顷，棉花、花生、油菜籽、芝麻、黄

红麻、甜菜等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也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针对上述问题，2015 年笔者对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鄂温克旗和新巴尔虎右旗兴安盟科右前旗、通辽

市科左后旗和开鲁县、赤峰市翁牛特旗、锡林郭勒

盟正蓝旗和苏尼特左旗、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呼和

浩特市土左旗和玉泉区、包头市达茂旗、鄂尔多斯

市乌审旗、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等 10 个盟市的 14 个旗

（县、区）所辖 100 个嘎查村 1011 户农牧民进行抽样

调查，试图从微观视角观察内蒙古农村牧区绿色发

展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抽样调查发现 ：

（一）耕地沙化、盐碱化现象仍较普遍

调查发现，在所抽样调查的样本中，近三分之

一的嘎查村耕地均存在沙化、盐碱化现象，沙化土

地面积占到上述嘎查村土地面积的 34.6%。其中半农

半牧区耕地沙化态势更为严重，占到其耕地面积的

67.8%。除此之外，在呼伦贝尔市、赤峰市、乌兰察

布市、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等盟市部分嘎查村出

现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撂荒土地面积占到上

述嘎查村总耕地面积的 4.86% 左右，村均撂荒面积

达到 2100 余亩。

（二）草牧场有效利用面积相对减少，草地退化

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

在所抽样调查样本中，草牧场禁牧面积约占其

草牧场总承包面积 54% 左右，其中牧 业区嘎查禁

牧草场面积占其总承包面积的 50% 左右，半农半牧

区禁牧草场面积则占到 75% 左右。另外有 16% 的

嘎查村仍存在草牧场退化现象，其草牧场严重退化

面积占其 草牧场总面积的 36.74%。可见，为恢复

退化草场而采取的禁牧措施，以及仍在退化的草牧

场，使草牧场有效利用面积大大缩小。

（三）水资源短缺趋势更加明显

在所抽样的样本中，近 40% 的嘎查村存在缺水

或严重缺水现象，不能满足农牧民日常生产生活用

水。尤其，近 5-10 年，水源供给减少，河流溪水、

水泡子干涸或断流现象时有发生，水井水位有明显的

下降趋势。在所抽样调查的样本区域内，91.67% 的

水泡子有水量严重降低或干涸现象，有 73.33% 的河

流小溪有断流或水量减少现象，有 90.14% 的泉眼出

现干涸或水量减少现象。近 10 年来，抽样区深水井

出水位从 10 年前的 27.1 米下降至 47.9 米，浅水井出

水位从 10 年前的 12.6 米下降至目前的 25.8 米。另外，

16% 的嘎查村存在水源中氟含量严重超标问题。

（四）工业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在赤峰市、兴安盟、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呼

和浩特市等地个别旗（县、区）少数嘎查存在严重的

工矿业“三废”排放现象，严重影响当地农牧民生产

生活，甚至部分嘎查村出现严重的粉尘污染和地陷现

象，使当地农牧民财产和人身受到危害。

（五）湿地生态令人担忧

在所抽样的样本嘎查村中，15% 的嘎查村范围

内曾经有过不同面积的湿地生态。然而，近 15 年以

来，当地湿地面积严重缩减，现有面积已不足原来湿

地面积的 36%，而且其中 26.7% 的嘎查村湿地严重

萎缩或基本消失，13.3% 的嘎查湿地缩减面积超过

70% 以上。对此，地方上普遍缺少有效的治理或补救

措施，湿地生态令人担忧。

可见，不论从宏观数据分析，还是微观调查研

究，在内蒙古农村牧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

决好内蒙古生态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它是内蒙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和基础性工作。而要

解决上述问题则必须选择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之

路，一种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

下，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支撑的新型发展模式，即绿色发展之路，从而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立

区域发展的生态文明体系。

三、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以多样化发展为

方向

众所周知，内蒙古农业区、牧业区和半农半牧

区，无论从它的资源禀赋条件，还是当前存在的生态

环境问题，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实施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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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中，尤其促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各

类型区域之间的生态、经济和人文差异，采取多样化

的发展之路。

（一）在农业区，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的基础

上，结合农业供结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推广轮耕模

式。对盐碱化、沙化严重区域，采取休耕或改种适

宜性农作物的方式，改善土壤结构，恢复耕地生态

要落实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长行动，坚持化肥

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加大测土配方和农家肥

施用面积，降低同一种化肥农药的连续多年施用，

提高土地产能，进而达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

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把降

低农业用水量和提高用水效率摆在首要位置，防范

农业区水源污染和超采地下水的行为。

（二）在牧业区，既要全面灵活实施禁牧休牧和

草畜平衡制度，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也应有效控制牧区，尤其是缺水干旱牧区饲草料基

地的无限扩张，从更长远的、生态的角度进行牧区

饲草料储备和调入方式的顶层设计

加快解决牧区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建立有节度

开采牧区地下水的制度机制，齐抓缺水地区水资源开

发和保护工作。在严重缺水或无水牧区，应探索恢

复游牧方式，或搬迁当地牧民。

中央和自治区对牧区，尤其偏远边境地区牧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应更多的考虑其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尊重牧民生计方式，为边境牧区建设美

好家园探索新的模板。

（三）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农牧区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积极探索农作物秸秆再利用、

牲畜粪便无害化处理或加工有机肥料等方式方法，

扶持企业进军农村牧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害化

处理市场

加强对工矿企业三废处理系统的监管，坚决取

缔“三废”污染企业，坚决杜绝高污染、落后技术、

低产能企业或产业转入农村牧区。充分考虑牧区高

污染、高耗能型企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从绿

色发展视角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四）加大自然保护区，尤其湿地自然保护区建

设工作，加大对湿地生态的持续保护力度，做到建

保护区与加强监督保护并重，真正发挥湿地的平衡

生态功能和保护物种功能

参照耕地红线制度，设立草牧场红线，对其区

位、牧场种类、生物种类和利用方式做出明确界限或

指标，严禁以城镇扩展、工矿开发、饲草料基地建设、

旅游开发、路桥建设等各种名义征用和开发草牧场。

（五）充分认识生态功能区对保障区域性生态平

衡，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让生态

功能区建设从虚拟概念走向实际内容，以改变中央

及自治区财政投入方式为前提，建立健全生态功能

区成效考核体系，合理解决地方发展与全国生态安

全的平衡关系

针对生态脆弱区，出台专项修复方案。建立健

全森林、草原、江河、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生态价

值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区域之间、地方与企业之间、

政府与农牧民之间纵向或横向的，以资金、实物、政

策或精神补偿为媒介的多样化、市场化生态补偿长

效机制。

（六）着力培育壮大农村牧区新型生态产业体系

积极探索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排放权交

易、排污权交易等产业形态，在开发无污染有机生

态产品、提供生态环境服务、发展生态旅游、建立

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让农牧民

获得更多的生态性收入。以建立园区或开发区的形

式，为观光农牧业、休闲农牧业、传统游牧业等生

态友好型产业形态的发展提供平台，探索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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