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

系全区各族群众的生存和发展，

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

全国的生态安全，把内蒙古建成

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是习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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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

时，要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

设得更加亮丽，必须走科技创新

能力驱动的路子。 

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编制

规划，开展分区施策

内蒙古自治区应尽快制定内

蒙古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总体规

划与专项规划，分领域、分阶段

明确量化建设目标，科学分区，

分区施策。立足内蒙古实际，依

据地形地貌、自然气候、植被类

型及社会经济等特点建立生态安

全屏障的概念以及分区的理论体

系 ；在草原、森林、湿地、沙地

的生态恢复以及水土流失防控治

理形成技术指标体系 ；在优化经

济发展结构，改善提升生态环境

承载上形成产业发展体系 ；在制

度框架、生态补偿和政策保障上

形成支持体系。因地制宜，探索

适宜内蒙古不同类区的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的实现路径。

梳理成果，夯实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一个

多学科、多尺度、多维度的系统

工程，涉及自然科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多领域的理论与技术

体系。建国以来，中科院和自治

区的研究机构与高校有很多内

蒙古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

因为参加内蒙古研究工作的单位

比较多，管理部门也经过 70 年

来经常发生的一些变化，数据

掌握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单位手

里，所以通过生态安全屏障建

设需要把很多数据整合起来梳

理、挖掘，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

西指导实际，比如中科院长期在

内蒙古定位监测的结果对草原

生态系统演替影响的规律，进而

凝练不同类区因地制宜方法措

施，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

科学依据。

围绕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

科学理论基础、技术体系和模式

构建，开展基础研究、技术研发

和模式推广。建立内蒙古生态安

全屏障科学分区和指标体系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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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科技创新能力 支撑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高质量建设

摘   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实施重点生态建设保护工

程，推进重点区域污染防治等工作，全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生态系统本底脆弱的基本面仍

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潜在的生态风险依然很大。要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必须走

科技创新能力驱动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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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探索生态

化路径 ；分析生态承载能力，突

出生态草业先行与科学退耕思路

与技术 ；调控生态补偿与生态转

移支付机制，建立内蒙古生态产

品实现机制 ；引入 GEP（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考核体系，应用于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干部离任审

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服务于自

治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绿色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作用，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

推广应用。

建设创新体系，整体提升

科技支撑能力

据测算，近十年内蒙 古科

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率是

43.43%，低于全国 45.46% 的水

平。因此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必须

注重科技的创新引领，重点解决

发展生态安全屏障理论体系的科

学基础，制定生态安全屏障的区

域规划，研发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技术体系，打造生态安全屏障模

式。

一是构建生态安全屏障 科

技创新体系。解决 研发机构分

散、 成 果 难 集 成 问 题。 目前，

全区从事广义生态研究的高校、

科研机构不足 50 家，能够有效

参与的科技人员数量不足 2000

人。必须组织构建生态屏障研究

专门机构或研究联盟，加强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

二是打造联合重点实验室。

依托中国科学院与自治区政府的

合作共建，联合共建生态安全屏

障重点工程实验室，聚焦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的科技问题，聚集人

才，聚合资源，联合攻关。

三是部署重大科 技攻关项

目。鉴于内蒙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现有技术储备严重不足的现

实，有必要部署 5 项重大研究项

目：1. 区域生态安全调控及影响

的基础研究 ；2. 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和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

3. 生态屏障功能变化监测系统建

设 ；4. 生态安全屏障政策体系与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重大生

态保护与修复工程体系规划和设

计。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和

机制研究。

突出生态草业先行与科学

退耕

经初步估算，未来5年（2019-

2023 年）内蒙古生态建设工程治

理面积 106 万平方公里，总共需

投入 1444 亿元，扣除已有生态

工程覆盖面积的投入，需新增投

入 350 亿元，每年 70 个亿。优

化布局项目，跟踪工程绩效尤为

重要。

一 是 生态草业 要先 行。 坚

持遵循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充分

认识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

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与复

杂性，掌握草原牧区政策措施滞

后、重粮轻草、盲目种树、重开

发轻保护、资金投入不足和缺乏

科技支撑等问题 ；坚持划定生态

红线，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原。依

据 80 年代自治区草原普查数据，

将已垦草原全部退耕，用 3-5 年

时间退耕面积不少于1200万亩 ；

坚持运用中科院在内蒙古草原长

期定位 监 测成 果，开展不同类

区生态草业工程。以草定畜，草

畜平衡 ；坚持治理的自然恢复法

则，保护、恢复和重建植被。草

原与农牧交错区有效开展天然草

原与栽培草地相结合，有效结合

农区与牧区资源。

二 是 农 牧 交 错 带 科 学 退

耕。科学确定粮食生产任务和

指标，以水资源和水环境承 载

能力为支 撑，将粮食产量控制

在 550 亿斤左右，牲畜头数控制

在 1 亿头只 / 年左右，并将农业

生态健康指数纳入地方政府考

核指标 ；科学规 划，走差 异化

绿色发展路子。把不具备耕作

条件的耕地（约占现有耕地 10-

15%），坚决退下来恢复草原。把

不适宜 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

退耕种植人工牧草。把基本农

田大力发展精准农业和特色农

业 ；科学规范和引领农牧业生产

与农业生态协调可持 续发展。

加强耕地保护，提高农田水续利

用水平。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低

碳农 业，高质高效农 业。坡度

大和有机质含量低于 2% 的低等

耕地，全 部退 耕。全区 农牧 交

错带 30 个左右重点旗县，用 5-7

年时间，退耕还草还饲 700 万亩

以上，粮改饲新增面积 50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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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过休耕和发展草食畜牧

业，实现 耕地的休 养生息和永

续利用 ；科学保护水资源，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农田水

利建设，加大农田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全区农牧交错带 30 个左

右 重 点 旗县用 5-7 年 时 间， 退

出大水漫灌农田 500 万亩以上，

减少地下水开采量约 10 亿立方

米以上 ；地下水灌溉农田保有面

积全 部改 造为高效节水灌溉，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同时，密切关注工业生产

和生活用水对农用水资源的挤占

与污染问题，提高工业生产与生

活用水的循环利用水平。

引 入 GEP 量 化 指 标 考

核，建立生态安全屏障试验

示范区

GEP 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由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欧阳志云

提出，是衡量各地自然生态系统

提 供 给社会 的生 态福 利。GEP

考核在浙江、青海、贵州以及长

江经济带区域开展了试点工作，

在浙江丽水应用得到习总书记的

肯定和批 示。开展以生态系统

提供的 GEP 为导向的考核补充

单纯以 GDP 为导向的考核，将

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

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形成正

确的政绩导向，更加自觉地推动

绿色发展，实现区域的科学可

持续发展。

建 议在自治区不同生态 安

全屏障带分区内以行政区域为试

点，在森林、草地、沙地、荒漠

分别建立 1 个示范区，并与国家

主体生态功能区划分相配合。在

充分掌握示范区生态生产基础

上，科学规划设计，明确建设目

标任务和具体方案。依据示范

区资源禀赋与基础，综 合实 施

生态 保护与合理利用工程，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产

业 升级与富民强区系统 工程，

注 重工业绿色与升级改 造，提

升生态文明服务与教育科技文化

创新支撑，加大政府投入和保

运转渠道与方式，建立生态补

偿的调控与转移支付办法，整合

科技资源与提升支撑能力，应用

GEP 考核制度，打造北方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模式。

( 作者系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 ：张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