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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着

重谈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问题，不仅强调了“四个一”和

“三个体现”，还 继 2014 年 1 月

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谈话和 2018

年 3 月 5 日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内蒙古“在

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

之后，再次强调“内蒙古生态状

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

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

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把

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

局确立的战略定位，也是内蒙古

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

这就把内蒙古重要而特殊的生

态地位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这

个战略 是长期的，绝不是权 宜

之计，是长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结晶出来的正确选择。即使经济

发展遇到一点困难，也“必须咬

紧牙关，爬 过 这个坡，迈 过 这

道坎。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建 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

劲、不开口子”。这既是鼓励、

期望，又是严肃的责任要求。要

做到这一点，总书记要求“要坚

持底线思维”，不能突破“三条

红线”，“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通过学习，有如下 4 点体

会 ：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建设思想及对内蒙古生态建

设的要求是不断完善和一以

贯之的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党中央和

习总书记对内蒙古的一贯要求，

说明了内蒙古的生态安全问题具

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尤其是内

蒙古草原，横跨“三北”，是国

家重要的生态安全防线。习近平

同志自 2005 年 8 月 15 日在浙江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后，多次论述了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反复强调

保护生态、保 护环境、建 设 生

态文明的重 要性。党的十八大

报告中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

系统治理 后，十九大报告进一

步提 出了突出构建多种 体系，

统 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 在 原 来的“ 山水 林田湖”

后加了一个“草”字，是对生态

系统完整性认识和生态治理理

念上的重大突破，对内蒙古生

态 保 护和治理，具有特殊的重

要性。习近平总书记 3 次针对内

蒙古生态文明建设的谈话，要求

越来越具体，站位越来越高，内

王明玖

保护草原生态，坚持绿色发展是内蒙古的国家责任
——学习总书记在“两会”内蒙古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体会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着重谈了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问题，并把内蒙古重要而特殊的生态地位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总书记强调的“保护草原、森林是

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抓住了内蒙古生态问题的关键，草原具有多功能性，是内蒙古特色发展和

绿色发展的基础，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关键在基层，关键在于提高对农牧民群众和基层是草原生态保

护主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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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越来越深化。说明习总书记对

内蒙古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

思想的要求，不是即兴发挥，而

是一以贯之并不断完善。这也与

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18 日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新时

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

好的各项原则完全符合。这次在

内蒙古团审议时强调的是要“保

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力，探索以生态 优 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子”，“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实际上

是对内蒙古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书记所说“保护草原、

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

的首要任务”抓住了内蒙古

生态问题的关键

内蒙古草原和森林分别占全

区国土面积的 70% 和 20% 多，

是内蒙古生态的主体。特别是草

原，既是农牧民生存、生产、生

活的物质基础，也是环境基础，

是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和环境保障。内蒙古草原处于

干旱、半干旱、半湿润的高原区

域，最大特点是自然禀赋差，生

态脆弱，生物生产力低，容易受

到破坏不容易恢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压力增大，

草原受过度放牧、不合理割草

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加重，加上气

候变暖的叠加影响，退化沙化

现象加剧，承 载 力降低，生物

多样性丧失，自治区为此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习总书记曾说过 ：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

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

作紧紧抓 起 来，将来会付出更

大的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习总书记这次明

确强调“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

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

抓住了内蒙古生态建设的关键。

据统计，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内蒙古退化草原面积占可利用草

原面积的 30%，80 年 代中期占

40%，90 年代末期占 50%，本世

纪初以来超过 70%。多年来，虽

然国家和自治区都下大力气进行

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治理，但效果

依然有限。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

都告诉我们，如果牺牲了生态环

境，换取的是眼前利益，丧失的

是长远利益。

经过科学家们的长期研究，

认为草原退化是人为不合理利用

与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

实际上为保护草原生态、加强生

态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要

消除人为不合理利用的影响 ；另

一方面，要提高适应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力及水平。关于人类对

草原不合理利用造成的生态恶图 2   1961-2015 年草原年降水量变化

图 1   1961-2015 年草原年平均气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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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已经有很多 研 究，此不赘

述。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草原的负

面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内蒙

古草原气候变化总的趋势是“暖

干化”，使大部分草原生产力降

低（图 1—4）。统计表明，1961—

2015 年内蒙古草原年平均气温

整体上升趋势明显，变化 速率

为 0.39℃ /10 年，明显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0.25℃ /10 年），55 年

已累计升温约 1.97℃。年平均降

水量呈不显著的波动性下降，区

域差别明显。温度和降水变化的

结果是草原相对湿度降低，最终

反映到初级生产力水平上，是草

原主体生物量下降，承载能力降

低。这为退化草原治理和生态建

设增加了难度。

草原具有多功能性，是

内蒙古特色发展和绿色发展

的基础

习总书记指出 ：“要贯彻新发

展理念，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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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内涵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没有矛盾 ；生态优先必

然体现为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

一定要体现内蒙古特色。从这一

点看，充分发挥内蒙古草原的生

态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多功能

优势，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将大有

可为。

个人 总 结， 内蒙 古草原 有

10 项大的基本功能 ：生态保障

功能，畜牧业生产资料的功能，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水源涵养

功能，碳平衡功能，生产可再生

能源的功能，生产野生的或自然

产品的功能，游憩娱乐功能，产

生和传承文化的功能，科学研究

和教育功能。这些功能涵盖了生

态、产业和文化等方面，可分解

为 60 项以上的具体功能。这是

内蒙古最大的自然财富，也是内

蒙古的名片。依托这些功能，深

入研究，挖掘其潜力，一定可以

成为内蒙古特色发展、绿色发展

的基础。当然，在这些功能中，

生态功能是第一位的，因为有良

好的草原生态，其他功能才能

得到发挥，一旦生态受到破坏，

所有这些功能都 将随之丧 失。

所以，必须下大力气保护草原生

态，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

略。总书记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强调 ：“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

图 3   1961-2015 年草原年相对湿度变化   

图4   1961-2015年草原年最大地上生物量变化速率空间分布（克/平方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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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不开口子”，这为内蒙古长

期不懈地坚持草原生态建设指明

了方向。

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

关键是提高对农牧民群众和

基层是草原生态保护主体的

认识

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关

键在于落实。落实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关键在基层，必须提高

对农牧民群众和基层是草原生态

保护与建设主体的认识。

第一，要加强宣传，使生态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理念深入人心。

第二，从上到下都必须形成

这样的共识，从政策和法律层面

保障农牧民生态保护的主体地位

和生态保护的责任与权益。

第三，要加强科学研究，按

照总书记要求的“坚持自然恢复

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增强针对性、系统性、长效

性。”如何保证自然恢复，如何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怎样具有针

对性、系统性、长效性，都需要

深入研究，做出可行的规划。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生态保护和

治理，往往不会取得良好结果。

尤其是要针对草原生态现状与演

变趋势，从气候变化和人为影响

两个层面，开展实事求是的专题

研究和客观分析，提出有效的生

态保护和治理中长期战略规划。

第四，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把生态保护和治理与乡村振兴战

略、扶贫、生态产业的发展统筹

起来。经验证明，民生保障与生

态保护相辅相成，不可失衡。否

则就会顾此失彼。

最后，要按总书记要求，积

极推 进生态综合治理。目前实

施的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机制，是覆盖范围最广的草原生

态保护项目，已经进行到第九个

年头，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

总体效果良好。基层管理人员和

牧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国家能否把

这个项目长期推行下去，担心一

旦项目停止，已经取得的生态保

护成 果 会前功尽弃。因为草原

生态恢复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

程，总书记也要求“坚持自然恢

复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增强针对性、系统性、长

效性。”自治区从上到下都应重

视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断

总结经验，认真解决 发现的问

题。同时，认真做好项目绩效评

估和农牧民满意度调查，用数

据争取国家对内蒙古草原的长期

支持，实现 生态与民生双赢的

长远目标。

（作者系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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