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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依托资源优势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苏 航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自 2014 年 1 月莅临内蒙古考察指导工作以来，一直关心内蒙古的生态环境问

题，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拟从内蒙古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现状与对策两个方面加以

论述。

关键词 ：内蒙古  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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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强

调，“内蒙古生态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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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的生态问题必

须高度重视，广大领导干部要提

高政治站位，保持坚定的政治战

略定力，牢记总书记对内蒙古生

态文明建设的嘱托，把内蒙古生

态文明建设好，把祖国正北方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筑牢。

一、森林草原生态退化现状

由于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今，内蒙古生态超载严重，生态

系统受到较严重破坏，虽然经过

积极的生态建设，生态系统质量

有所稳定，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初

步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

但生态状况仍然堪忧，脆弱的草

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根

本改变，甚至一些地区出现了严

重退化现象。中度以上脆弱区占

全区面积的 63%，重度和极重度

脆弱区占全区面积的 37%，干旱

半干旱地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80％

以上。据统计年鉴记载，1947 年

内蒙古耕地面积为 5950.5 万亩，

如今内蒙古有耕地面积 1.37 亿

亩，72 年内增长 近 7700 万 亩，

其中部分是通过开垦森林草原

形成的。而内蒙古草场面积总量

在 减 少， 平均每 5 年 减 少 2599

平方公里。草地质量持续下降。

天然草场退化趋势由东北向西

南逐渐递增，有 235.3 万公顷草

地变为沙漠。内蒙古草原生产

力 2011 年比上世纪 80 年代下降

了40%，严重地区下降了60%—

80%。现在 10 个盟市、66 个旗

县的 2170.5 万亩已垦林草使当地

的良性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已出

现大面积沙化、盐碱化、退化现

象，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和生态平

衡，成为新的生态安全问题，急

需退耕还林还草。

二、当前内蒙古环境污

染的现状

（一）空气质量令人堪忧

我国细颗 粒物（PM2.5） 浓

度达标标准为 35 微克 / 立方米，

据 2018 年内蒙古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 数 据 ：呼和浩 特市、包头

市、乌海及周边地区的细颗粒物

（PM2.5） 年均 浓 度分 别为 39、

42、43 微克 / 立方米 ；平均优良

天 数占比分 别 为 74.5%、73.4%

与 68.8%，低于全区 83.6% 的平

均水平。细颗粒物除兴安盟外，

其他 盟市日均值均超标。可吸

入细颗粒物各盟市日均值均有超

标。二氧化硫乌海市日均值有超

标情况。二氧化氮日均值包头市

和呼和浩特市有超标情况。  

（二）淡水资源相对紧缺、

水质差

内蒙古地处干旱半干旱带，

水资源短缺。全区 水资源总量

为 300 余亿立方米左右，人均水

资源量仅为国际水资源安全线的

60% 左右 ；总体水量仅占全国水

资源总量的 1.86%，人均为贫水

省之一，内蒙古水资源承载力仅

为 1880 万人。内蒙古湖泊近千个

但 30% 干涸。全区地表 水共监

测 119 个断面，2018 年，据自治

生态 ECOLOGY北方经济



79

区环境监测站分析，2018 年全区

地表水水质断面达标率（Ⅰ～Ⅲ

类）为 47%，劣Ⅴ类水质断面比

例为 19.3%，总体评价为轻度污

染。国控断面考核指标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53.8%，劣

Ⅴ类比例 3.8%，“好于Ⅲ类水体

比例”未完成 2018 年考核指标。

全区地下水监 测点有 47 个，水

质优良的有 7 个，良好的 14 个，

较差的 21 个，极差的 5 个，地下

水和饮用水质量仍有问题。呼伦

湖、乌梁素海、岱海三大淡水湖

不同程度出现了湖面缩减、水质

变差、环境质量改善但仍有反复

等问题。 

（三）土壤情况不容乐观

土壤 环境 质量方面，根 据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站分析，

2018 年全区土壤监测点位达标率

为 97.1%，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总

体良好。但在现有耕地中，旱地

面积占 67% 以上，低等耕地面积

占耕地总面积的 87% 以上，退化

面 积占 60% 以上 ；依 靠 化 肥、

农药和地膜的高强度投入的生产

模式尚未得以根本改变，面源污

染依然十分严重，农药化肥有效

利用率还不足 30%。

三、筑牢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的对策建议

要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

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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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审议时强提出的“四个要”来

做。

（一）要保持坚定战略定力

保持坚定战略定力，就是要

处理好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

济的关系。一是经济必须发展，

前提是不能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

价，否则不仅会前功尽弃，也会

为以后的科学发展埋下重大的隐

患。二是领导干部要讲政治，思

想认识到位，责任落实零差距。

三是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的定力，必须持之以恒。习近

平总书记给我们划了生态保护红

线，任何人不容触碰。生态战略

定力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

出，由此可见总书记想要根治生

态环境问题的坚强决心。

（二）要探索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安全屏

障放在了优先位置、底线位置和

导向位置。经济要发展，生态环

境问题必须解决。发展经济不

能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

生态环境保护也不会舍弃经济发

展。如何发展？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就要建设现代能源经济体

系 ：一是继续发挥水资源优势。

继续保护好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水

源地。继续保护好内蒙古大兴安

岭林区及周边地区生态，因为这

里是东北淡水资源的重要水源涵

养区，也是“东北粮仓”保障之

一。没有内蒙古东部生态环境的

改善，就没有东北的生态安全。

二是发挥森林和草原涵养水源的

作用，要继续加大林草建设。内

蒙森林面积居全国第一位，森林

覆盖率 22.1%。草原是地带性植

被的主体，也是境内最大的生态

系统，2016 年以来内蒙草原平均

植被盖度连续 3 年稳定在 44%。

三是防风固沙功能继续做强。内

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60.92 万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40.78

万平方公里，沙漠、沙地植被年

防风固沙量 16 亿吨，年滞尘量

710 万吨。内蒙古防风固沙生态

功能区占全国的 3/10，面积为 4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防风固沙生

态功能区总面 积的 24%。内蒙

古生态系统防风固沙率为 53% 左

右，2014 年第五次 荒漠化 监 测

数据与 2009 年监测数据比，沙

尘天气减少了 20.3%，对北京地

区的影响减 少 63%。四是 继续

固碳。内蒙古在全国碳汇总量最

高约为 1.52 亿吨，占全国碳汇总

量的 17%，草原年固碳量为 5361

万吨，占全国 9%。内蒙古生态

系统固碳服务功能对全国、全球

碳循环均具有重要意义。五是建

立湿地保护体系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地。六是继续加大粮食生产和

供应，让中国的饭碗牢牢掌握在

我们自己的手中。七是对煤和稀

土产业进行深加工，增加产业附

加值。八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民光伏与

生态治理的协同作用。大力发展

光伏建筑一体化、光伏屋顶、光

伏幕墙、交通光伏、光伏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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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力度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

自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自然观

和历史观。坚持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这是自然资源

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要突出草原、森林保护这个重

点。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原则，要

遵循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和规律。

深入推进“三北”防护林建设、

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

退 耕还林还草，开展大规模绿

化。探索草原经营体制改革，统

筹协调人草畜、责权利，出台相

关的法律和规章。狠抓封育、飞

播种草、草田轮作等牧草良种繁

育及其他基础工程，开展人工种

草，落实草原补奖政策等。二要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完善制度坚

持源头治理。要健全源头防控机

制，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

严格环境准入红线，推进战略和

环评落地，推动“多规合一”体

系建立。源头治理规划先行，淘

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

构布局，促 进企 业 升级改 造。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

机制，加强区域联防联治工作力

度。三要重点震慑加大处罚力

度，提升监测监察执法水平，形

成完善的自然资源保护链。

（四）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

导向，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

土保 卫战，对内蒙古的发展具

有根本性长远性的影响。要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抓好落实。一是

有效推 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

色发 展。加快调整能源 结 构，

构建高效能源体系。积极调整运

输 结 构，发 展绿色交 通体系。

解决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加

强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和预警。分

区分类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加大

细颗粒物污染综合治理，持 续

加大大气污染减排力度。推进重

点行业 VOCs( 挥发性有机 ) 物排

放控制。深入推 进扬尘污染综

合防治，强化城市低空面源污染

治理，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支

撑。二要提高全区水质。加强水

源地标准化建设，保障饮用水

环境安全。推进重点流域水质

改善，全面建立四级河长体系，

抓好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

重点河湖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

水质修。实施农业节水、工业节

水、生态补水、河道疏浚工程。

加强地下水污染的防治是“潜绩”

也是“显绩”。整治城市黑臭水

体。有效推 进 水污水减排，抓

好重点行业污染减排、清洁化

改造、农业源污染减排三件事，

推进工业水污染防治。三是彻底

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控肥控药

控膜，继续落实“提、精、调、

改、增”等综合措施 ；查明农用

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 ；开展

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和铅锌铜

采选集中区域整治等。

总 之，我们要深入 反 复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结

合内蒙 古生态文明实际，总 结

经验，补齐短板，学思践悟。我

们这一代人过去为了经济发展，

欠了不少账，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新发展理念要求，欠账抓紧

还，新账老账抓紧还，新账不再

欠。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我们这一代人要敢负责、

敢担当，要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

主力军，这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责

任，更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积德

行善，立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机遇可遇不可求，也是我们的荣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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