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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起伏的绿草间，风力发电机悠然转动，将

电力送向远方；崇山峻岭的松涛中，鸟儿欢快鸣

叫，栖息在自然馈赠的家园；地下采煤机隆隆作

响，将煤炭输送到地面……风景如画的内蒙古自

治区生机勃勃，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幸福安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干部群

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全区各项

事业奔腾向前，内蒙古大地正发生亮丽蝶变。

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

盛夏时节，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迎来了一年

中最美的季节，绿草茵茵、鲜花争艳、牛羊遍野，蜿蜒

的九曲湾穿行其间，令人心旷神怡。在乌拉盖管理

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洪浩勒图分场，牧民齐贵龙创

办的草原旅游基地，正吸引众多游人前来。

20 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因气候变

化、过度放牧，草场出现严重退化的迹象。为此，齐

贵龙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转变传统畜牧方式，注重

草畜平衡、减少牛羊数量，改良育种、围封禁牧，让

草原大地喘口气。十多年来，草原生态逐渐好转。

前些年，齐贵龙筹备发展草原生态旅游，将自家草

场的网围栏、棚圈、围墙等拆除，恢复草原自然风

貌。如今老齐家的草场，随处可见灰鹤、野鸭、鸿

雁、旱獭等野生动物，成为当地著名旅游景点。“现

在草原生态好了，来旅游、摄影的人越来越多，加上

餐饮、住宿、出售肉奶特产等，收入比过去翻了好几

番。”老齐笑道。多年来，当地由传统畜牧业向生态

旅游畜牧业转变，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位于大兴安岭林区的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

镇鹿村，村党支部书记郑晓林引着记者来到梅花

鹿园，只见一头头梅花鹿如精灵般在山林间跳跃。

“2015 年大兴安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

昔日砍树人放下斧锯，转岗森林经营、管护、防火等

岗位，吃上了生态旅游饭。”郑晓林说。曾当过 10
年伐木工、17 年护林员的他，对这片森林有极深的

感情，12 年前，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他带领村民

增绿护绿，因地制宜发展梅花鹿养殖产业。“只有守

护好这片绿色森林，我们的森林旅游与林下经济

才会越来越红火！”如今，阿尔山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81.2％，鹿村也成为当地有名的旅游村。

来到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记者见到

了在库布其沙漠腹地治沙的牧民白音道尔计。30
多年来，他从围圈草场到划片放牧，从种甘草到种杨

柴，将家里除基本生活外的所有收入都用于购买苗

木，绿化草场达 6000 多亩，并带动了更多人一同参

与治沙。同时，当地同步实施光伏治沙。2021年 10
月，内蒙古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

目开工。“项目建成后可治沙 10万亩，年均减少向黄

河输沙 200 万吨，可实现向蒙西电网年均供应绿色

电力约 40 亿千瓦时，解决当地农牧民就业 1000 人

左右。”项目运行经理、光伏电站站长屈玉文介绍。

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为全球荒

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

到 70%，生态呈现整体改善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科学推进国土绿

化，森林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双提高’，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实现‘双减少’，年均完成营造林 1000
万亩、种草 3000 万亩，年均完成全国 40%以上的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任务。”内蒙古自治区林业

和草原局局长郝影介绍。

近年来，内蒙古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始终坚持把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整

体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三区三线”硬约束，全区

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七成以

上国土面积划定为生态空间。

全力以赴把结构调过来、
功能转过来、质量提上来

夏日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草木葱茏，在

这片绿色之下 350 米处，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布

尔台煤矿的采煤机正稳步向前掘进。随着采煤机

的移动，液压支架自动跟机拉架，开展作业。“原来

每个支架都需要单独手动操作，费时费力，而现在

只用手机就能同时操作 100 多个支架。”综采二队

支架工高彦军边说边轻点手机，巨大的支架随之

缓缓移动，压力、采高、行程等数据显示在手机屏幕

上。矿山设备互通互联，这得益于我国自主研发

的矿井设备智能操作系统。如今，这套系统的使

用范围越来越广。“国产智能操作系统安全可信、自

主可控，令我们推进煤炭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底气

更足了。”神东煤炭集团副总经理贺海涛表示。

近年来，内蒙古下大力气做好现代能源经济

这篇文章，以煤炭工业为代表的能源产业发展呈

现出智能、绿色、高效的特点。按规划，到 2025
年，内蒙古将基本建成绿色、集约、高效、智能、安

全的现代煤炭工业体系。

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蕴藏着得天独厚的稀土

资源。在百余公里外的包头钢铁集团生产线，这

些稀土矿被转化成耐磨、耐腐蚀、耐低温、抗拉拔

的稀土钢。近年来，包钢集团推动稀土生产工艺

技术变革，开展一系列技术改造工艺实验。“我们

取得了稀土钢用稀土铁合金、高纯稀土金属靶材、

稀土玻璃涂层等一批填补国内外空白、打破国外

垄断的科研成果，推动稀土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

优势和经济优势。”包钢集团总经理助理、北方稀

土董事长章智强说。

“我们全力推动稀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稀

土产业完整链条，实现了稀土功能材料产业全覆

盖。”包头市市长张锐表示。到“十四五”末，包头

市稀土产业有望达到千亿元规模。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

园区，高效联栋大棚让土地利用率达到 95%以上，

工厂化育苗让能耗降低了 70%以上，智能水肥一体

化灌溉设施实现了节肥节水 70%、减药 50%以上，

一名工人就可管理 600 亩土地的灌溉施肥。“通过

引进新品种，良种良法配套，亩均增收 50%以上，园

区年收入达千万元。”园区负责人赵永亮说。

近年来，内蒙古通过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实施种业振兴、奶业振兴行动，推动农牧业全产业

链发展。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牧民谷洪波望着

自家智能化犊牛养殖区里的牛犊，眼中满是欣

喜。“这是牛犊的‘幼儿园’，可以改善其生活环境，

将成活率提高到 90%以上。”2020 年 4 月，伊利集

团在这里布局了养殖加工一体化的有机乳制品项

目，当地随之启动了 13 个规模化奶牛养殖示范牧

场建设，谷洪波的牧场就是其中之一。“智能化的

牛舍、挤奶厅、青贮窖、干草库等一应俱全。今年

我计划再进 800 头奶牛，明年可达 6000 头。”谈到

未来，谷洪波信心满满。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2012 年 到

2021 年的十年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翻了近一

番 ，从 刚 刚 迈 入 万 亿

元 门 槛 ，到 跨 过 2 万 亿

元大关。目前，内蒙古非

煤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 值 比 重 达 到 近 60% ，经 济

发展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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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内蒙古正全力

以赴把结构调过来、功能转过来、质量

提上来，各类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蓬

勃发展的同时，能源、矿产、种植、畜牧等

行业也正实现华丽蜕变。

各族群众生活幸福祥和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牧民们细数生产生活的

变化，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手机放牧”。一辆皮

卡车，一台摩托车，再加一部手机，是牙克石市莫

拐农场 55 岁牧民李全胜的“放牧装备”。这天，他

要为马群更换电子定位器。查看马群定位，电子

地图精准显示，马群在西北方向 8.39 公里的草场

上。“定位器套在马脖子上，充满电能用 20 多天，

其间，马群放出去自己吃草，我只需要用手机控制

给饮马的水槽放几次水就行。”老李感叹，“真想不

到，坐在家里点手机、看监控就能放牧，改变了过

去‘人不离畜’的传统放牧方式。”

近年来，内蒙古牧区智慧广电宽带网络覆盖

与服务工程让全区所有农牧民都用上了无线网

络，智慧农牧业逐步在农村牧区落地，铺就发展快

车道。

来到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巴彦

淖尔嘎查，34 岁的都仁吉日嘎拉在外 10 多年，今

年返回家乡，被选为嘎查党支部书记兼嘎查长，

“选择回来，就是看到牧区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十

多年前，嘎查 95 户常住牧户只有几户通了常电，

牧民出行还要走土路。这几年，除特别偏远地区，

人们基本都用上了网电，水泥路直通家门口。“所

有牧民的出行都不成问题了，从今年开始，我们通

网电的速度也在加快，牧区再也不是留不住年轻

人的地方了。”都仁吉日嘎拉说。截至 2021 年底，

内蒙古公路总里程达到 21.26 万公里，778 个苏木

乡 镇 已 全 部 通 硬 化 路 。 建 制 嘎 查 村 共 计 11058
个 ，除 6 个 不 满 足 条 件 的 ，其 余 全 部 通 上 了 硬

化路。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

旗科尔沁镇平安村，村民叶淑敏家新改造的卫生

间干净整洁，热水器、洁具、冲水马桶一应俱全。

“再也不用到户外上旱厕了，厕所进屋让咱农村大

变样。”叶淑敏高兴地说。目前，内蒙古农村牧区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35%，97.7%的行政嘎查村建

立了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农村面貌大为改观，村民

的幸福感大大提升。

十年来，各族群众的吃穿用度、生活品质都有

了显著提高，随着社会发展、居民富足，人们的思想

观念也跟上时代发展潮流。高铁穿行草原之上，互

通互达的航空运输网络让出行更加便捷，公共服务

向农村牧区延伸，让农牧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上

门服务”；电子商务走进农村牧区，让农牧民直播

带货更为便捷。如今，在内蒙古这片富饶美丽的

土地上，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把祖国北部边疆这

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下图：复兴号高铁列车行驶在京包客

专乌兰察布境内。

夏 亮摄（人民视觉）

亮丽北疆 奔腾向前
本报记者 陈沸宇 吴 勇 张 枨 翟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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