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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孙绍骋

　 　 党的二十大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对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战略部署， 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统筹产业结构调

整、 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 协

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 推进生态优

先、 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 这些重要论述

和重大部署，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

重视内蒙古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对内蒙古的重

要指示中， 关注最多、 论述最多、 部署最多的

就是生态文明建设，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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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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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我们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 牢固树立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高水平保护、 在高水平保

护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

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 自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把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首， 制

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紧盯目标任务挂图作

战、 按图施工， 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之路， 坚决守护好内蒙古这片碧绿、 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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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 这份纯净， 努力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

展现内蒙古担当、 贡献内蒙古力量。

一、 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

性、 持续性， 牢牢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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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全

区共有草原 １３ 亿多亩、 占全国的 ２２％， 森林

近 ４ 亿亩、 占全国的 １２％， 湿地 ５７００ 多万亩、

占全国的 １６％，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均占

全国的近 １ ／ ４。 这些年来，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把全区 ５１％

的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让广袤草原 “带

薪休假”， 在兴安林海 “挂斧停锯”， 对重点

沙漠 “锁边治理”， 营造林、 种草、 治沙规模

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

覆盖率分别由 １０ 年前的 ４０. ３％和 ２０. ８％提高

到现在的 ４５％和 ２３％，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

积持续减少， 沙尘暴天数由每年 ４. ９ 天减少到

０. ６ 天。 今天的内蒙古， 不仅给我国北方地区

披上了风沙的 “防护服”， 还为全国人民打造

了超级 “碳库” 和纯净 “氧吧”， 京津 “风沙

源” 变成了首都 “后花园”。

党的二十大对加强生态保护作出系统部

署， 强调要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优美的生态环境， 是大自然赐予内

蒙古最宝贵的财富， 必须倍加珍惜、 倍加呵

护。 我们将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抓

手， 把保护草原和森林作为生态系统保护的首

要任务， 大力实施天然草原生产能力提升、 西

部荒漠综合治理等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大兴

安岭、 阴山山脉、 贺兰山山脉生态廊道建设，

严格执行基本草原保护和草畜平衡、 禁牧休牧

等制度， 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持续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十四五” 期

间， 计划完成草原生态建设 ６５００ 万亩、 国土

绿化 １４００ 万亩、 森林质量提升 ２８００ 万亩和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２６５０ 万亩。 通过努力，

到 ２０２５ 年， 全区草原植被盖度保持在 ４５％，

森林覆盖率达到 ２３. ５％， 森林蓄积量达到

１５. ５ 亿立方米， 湿地稳定在 ９０００ 万亩， 构建

起集草原、 森林、 河流、 湖泊、 湿地、 沙漠、

沙地于一体的全域生态安全格局。

保护好黄河母亲河是内蒙古的重大责任。

黄河流经内蒙古 ８４３ 公里、 占黄河全长近六分

之一， 流域面积占黄河流域总面积近五分之

一， 荒漠化土地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全

国的 １１. ９％、 １２. １％。 近年来， 我们坚持把保

护黄河摆在突出位置， 围绕解决流域生态系统

保护突出问题， 将沿黄 ４５％的国土面积纳入

生态保护红线， 组织实施一批荒漠化土地和水

土流失治理、 林草生态建设等重大工程， 组织

开展防洪设施和病险水库、 淤地坝等排查和修

复建设， 集中整治黄河河道 “四乱” 问题，

沿黄地区生态面貌发生了积极变化。 下一步，

我们一定把 “一盘棋” 思想树得更牢， 把共

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战略导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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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牢， 全方位贯彻 “四水四定” 原则， 在

生态保护修复、 深度节水控水、 促进高质量

发展上持续用力， 让黄河长久安澜、 永葆美

丽颜值。

二、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努力从

源头上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内蒙古发展的最大优

势是资源， 最突出的短板是环境， 要求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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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我们把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绿色转型的总抓

手， 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

济增长的短视做法， 加快推动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绿色低碳转型、 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高

效转型，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

运输结构、 用地结构， 大力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 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经

济社会发展的 “含金量”“含绿量” 持续提升，

全区非煤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近 ６０％。 实践充分证明， 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 相辅相成的， 如果经济

停滞不前， 环境也保护不好； 如果经济持续恶

化， 跟着环境也会受到破坏， 生态要保护， 经

济也要发展， 关键是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推

动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 我们将聚焦绿色

化、 低碳化方向， 以更大力度推进产业结构等

调整优化和转型升级， 加快发展现代装备制

造、 新材料、 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 全力推动经济发展由资源依赖型向创

新驱动型转变、 由粗放高碳型向绿色低碳型转

变、 由分散低效型向集约高效型转变， 努力在

绿色发展的大变革中抢得先机、 赢得主动。 转

型升级过程中， 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挺在前

头， 把牢产业和项目准入门槛， 有些项目宁肯

不上也不乱上， 坚决不搞 “捡到篮子都是

菜”， 坚决不干为了 “仨瓜俩枣” 损害长远利

益、 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情。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 党

的二十大强调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这对内蒙

古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内蒙古资源富集，

但没有一点是多余的， 也经不起浪费。 针对一

个时期以来形成的过度开发、 粗放利用、 奢侈

浪费等问题， 我们大力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制

定出台推进全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指导意

见， 深入开展各领域节约行动， 着力推进资源

总量管理、 科学配置、 全面节约、 循环利用，

全面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大力营造厉

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努力用最少的

投入、 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 土地资源

是内蒙古最大的优势、 最宝贵的资源。 我们树

立经营土地的理念， 合理提高土地开发强度标

准， 深入开展土地综合治理， 加强土地储备，

转变土地出让方式， 严格锁定城镇建设开发边

界， 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决不允许再发生

浪费土地的问题。 内蒙古发展受制于水、 受困

于水 问 题 十 分 突 出， 国 土 面 积 占 全 国 的

１２. ３％， 但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 １. ９２％，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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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ＧＤＰ 的用水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 ９ 倍。

我们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严格水资源用途管

制， 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增效， 合理调高供水价

格， 优化用水机制， 倒逼全社会节约用水。 力

争到 ２０２５ 年， 全区建设用地使用面积、 用水

量较 ２０２０ 年分别下降 １７％和 １２％。 当前， 我

们正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待批项目、 闲置土

地、 沉淀资金、 “半拉子” 工程、 开发区建设

“五个大起底” 行动， 坚持从自治区本级带头

做起， 力求把各种闲置浪费、 低质低效利用的

资源要素全面盘活起来、 高效利用起来。 截至

目前， 核查出来的 ９３２６ 个待批项目正在加快

办理审批手续， １５. ７４ 万亩的批而未供和闲置

土地得到有效处置， ６２. ４ 亿元的沉淀资金实

现缴回， “林白铁路”、 乌兰浩特车站联运中心

等一批停工多年的项目重新复工， 各类开发区

清查出的 １１８ 户长期停产企业、 １００ 个长期停建

项目已有 ５３ 户企业、 ３７ 个项目完成整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不负青山， 青山

定不负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关键是

要掌握 “点绿成金” 的本领。 内蒙古自然资

源丰富， 不能守着 “金饭碗” 过 “穷日子”。

我们将不断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

径， 加快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步伐， 科学

合理开发利用林草沙资源，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深化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 大力推进排污权、 用能权、

用水权、 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尽快把生态

经济培育壮大起来， 努力把更多自然财富变

成经济财富。

三、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为

全国实现 “双碳” 战略目标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

能源基地， 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 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 增强系

统观念， 坚持稳中求进、 逐步实现， 在降碳的

同时确保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粮食

安全， 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不能脱离实际、 急

于求成， 要求我们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

好， 紧跟世界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 延长产业

链条， 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内蒙古煤

多、 风光 “无限好”， 煤炭探明储量居全国第

一， 产量占全国的 １ ／ ４、 全球的 １ ／ ８， 风能、

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分别占全国的 １ ／ ２、 １ ／ ５

以上， 外运煤炭、 外送电量均居全国第一。 无

论是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上， 还是在优化国家能源战略布局、 促进全国

实现 “双碳” 战略目标上， 内蒙古都具有重

要地位和作用。 这两年， 我们统筹转型、 降碳

与保供， 坚持先立后破， 协同推进结构降碳、

技术降碳、 节能降碳、 循环降碳， 依法依规释

放先进产能， 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盲

目发展， 坚决不搞 “运动式” 减碳、 踩 “急

刹车”， ２０２１ 年完成了国家交付的 １８ 个省煤

炭保供任务， 能耗双控实现由红转绿、 持续保

持 “双绿”。

党的二十大对 “双碳” 工作作出进一步

部署， 特别是对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提出明确要

求， 强调要构建新能源等新的增长引擎、 “加

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这些都给内蒙古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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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从新能源发展看，

全区新能源装机达到 ５６００ 万千瓦、 占电力装

机比重超过 １ ／ ３， ２０２１ 年新能源发电量达到

１１７０ 亿千瓦时、 居全国首位； “十四五” 时

期， 国家计划在我区沙漠地区新建 ７ 个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 ５ 条清洁能源输送通道。 立足这

样的优势条件， 我们将在构建新能源等新的增

长引擎上争当先锋， 充分利用 “窗口期” 大

干快上推进新能源建设， 实施新能源倍增行

动， 转变开发方式， 优化合作模式， 拓展应用

场景， 大力推进市场化就地消纳， 加快推进大

型风光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 着力推动新能源

全产业链发展， 积极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和

运维服务业， 重点打造风、 光、 氢、 储 ４ 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 力争到 “十四五” 末在新能

源领域 “再造一个内蒙古”。 从煤炭产业发展

看， 全区煤炭产能达到 １２. ２ 亿吨， 煤制油产

能达到 １２４ 万吨， 煤制气产能达到 ２７. ５ 亿立

方米， 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煤电、 全球最大的煤

化工基地。 立足这样的优势条件， 我们将在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上争当主力， 大幅

提高煤炭等能源资源型产业就地转化率和精深

加工度， 加快推进煤电 “三改联动”， 推进煤

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全力打造煤基全产业

链条， 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通过一手抓新能源发展壮大， 一手抓煤炭

绿色低碳转型， 继续扩大新能源和煤炭总量优

势、 组合优势， 着力推动内蒙古由化石能源大

区向清洁能源大区转变， 努力为国家提供更为

稳定、 更加安全、 更加绿色的能源供给。 与此

同时， 加强节能降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建

好用好低碳零碳产业园区， 推动工业领域绿色

低碳发展， 推进建筑、 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

型， 大幅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推动能耗

“双控” 逐步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 转

变。 我们的目标是， 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 能源综

合生产能力达到 ８. ２ 亿吨标准煤， 电力总装机

达到 ２. ７ 亿千瓦以上。 其中， 新能源及相关产

业对 ＧＤＰ 和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２０％

和 １５％左右， 新能源装机达到 １. ３５ 亿千瓦以

上， 率先在全国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

给体系，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 打造全国乃至国际新能源产业高地； 煤

炭有效产能稳定在 １３ 亿吨左右， 煤电装机规

模达到 １. ３３ 亿千瓦， 现代煤化工产能达到

２０００ 万吨， 煤制油产能达到 ３２０ 万吨， 煤制

气产能达到 ６０ 亿立方米。

四、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解决好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既是改善环境民生的

迫切需要， 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

急。” 这些年， 我们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作为

民生优先领域， 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 依

法治污， 紧盯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 重点领

域， 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集中

攻克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努力让良

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２０２１年， 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８９. ６％、

ＰＭ２. ５ 年均浓度为 ２３ 微克 ／立方米， 分别较

２０１７ 年提高 ４. ３ 个百分点、 下降 ２５. ８ 个百分

５２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２０２２年第 ６期

点； 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 ６５％、 劣Ⅴ类

水体比例为 ５. ８％， 分别较 ２０１７ 年提高 ９. ２ 个

百分点、 下降 ７. ７ 个百分点； 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达到 ９８％以上， ２１７６ 个行政村完成环

境整治。

呼伦湖、 乌梁素海、 岱海是内蒙古的重点

湖泊， 生态地位重要， 污染问题一度严重。

习近平总书记对 “一湖两海” 环境治理高度

关注， 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我们深入排查

研究污染的病灶和根源， 统筹水资源、 水环

境、 水生态治理， 科学严谨修编规划， 加快推

动项目建设， 严格落实项目监管， “一湖两

海” 综合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同时，

以此为牵引抓好其他突出环境问题的整改整

治， 目前呼伦湖、 乌梁素海和岱海的水质水量

均达到目标控制要求， 察汗淖尔地下水位逐步

回升， 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问题完成

整改， 腾格里沙漠污染问题完成人工修复治理

转入长期监测阶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内蒙古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强大助

力。 我们把抓好督察整改作为检验各级干部政

绩观和作风的 “试金石”， 坚持问题导向、 目

标导向， 增强交卷意识、 报账意识， 不折不扣

推动整改落地见效。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４９ 项整改任务、 “回头看” 督察及草原专

项督察 １００ 项整改任务全部完成。 第二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来， 我们以对党中央负

责、 对全区 ２４００ 多万人民负责、 对子孙后代

负责的态度， 坚持既讲求效率、 只争朝夕地推

进整改， 又保证质量、 实打实地解决问题， 明

确提出对整改不到位的要 “罪加一等” 严肃

处理， 对弄虚作假、 坑害百姓、 明知故犯、 屡

教不改的加倍严惩， 对不听招呼、 顶风作案的

先办人后办事， 以铁的决心、 铁的措施、 铁的

纪律推动整改落实。 同时， 坚持标本兼治， 着

眼常治长效， 加快补齐制度短板， 完善地方政

策法规， 更多通过机制创新推动解决行业性、

系统性深层次问题， 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

平。 目前， 督察组交办的 ２８２５ 件群众信访件

已办结 ２７５８ 件、 办结率 ９７. ６％。

污染防治， 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必须

日日做功、 久久为功。 虽然这些年我们进行了

集中攻坚， 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仍

大量存在， 环境污染防治依然任重道远。 党的

二十大提出要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深入推进” 就意味着污染防治触及的矛盾问

题层次更深、 领域更广， 要求也更高。 我们一

定保持力度、 延伸深度、 拓宽广度， 统筹气水

土， 统领点线面， 深入实施一批标志性战役行

动， 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

战，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力争到 ２０２５ 年，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 地级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９０. ７％， 地

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６９. ２％， 污

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９２％以上， 进一步增

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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