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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绿色发展排头兵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最西端，蒙古语意为“五
色斑斓之地”，是一个自然生
态独特、历史文化厚重的地
方。同时也是内蒙古沙漠最
多、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
境内沙漠面积9.47万平方公
里，占全盟国土面积35%，沙
化土地面积 19.87 万平方公
里，占全盟国土面积73%，人
类生产生活面积仅占总面积
的6%。

在这样艰苦的自然环境
下，走绿色发展之路显然不
易。但为何阿拉善盟政府敢
为人先、勇于探索，要争当绿
色发展的“排头兵”？对此，阿
拉善盟行政公署副秘书长常
晓斌表示，生态环境不仅关系
到全盟各族群众生存发展，更
是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乃
至全国生态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常晓斌
说，“近几年，阿拉善盟积极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通过实施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努力改
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
力。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
能源结构转型，利用丰富的太
阳能和风能资源，积极发展光
伏和风电产业，降低碳排放，
为应对气候变化作贡献。此

外，加强气候变化等环保相关
科普宣传，提高公众意识，通
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科普
活动，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气候
变化，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

群众的口碑最能体现阿
拉善生态环境的真实情况。
在位于阿拉善左旗境内的内
蒙古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许
多游客感慨道：“这里绿野绵
延、空气清新、绿草如茵……”

推动产业不断创佳绩

阿拉善盟推出了一系列
举措，在多个领域取得良好成
效。在能源领域，阿拉善盟正
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通过优化能源结构，降
低碳排放强度，为实现“双碳”
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
受到政策鼓励的部分企业，积
极进行节能技术改造，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从源头上减少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阿拉善盟牢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
力推动生态修复工程。通过
植树造林、恢复退化草原、治
理沙漠化等措施，有效提升
了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在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
为推动碳中和进程提供有力
支持。

在发展绿色产业方面，阿
拉善盟提出加快形成与发展

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
产关系，助力企业逐步实现经
济转型升级。据悉，阿拉善盟
政府一些职能部门对环保产
业的扶持力度逐年递增，鼓励
企业研发和推广环保技术，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以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经济模式，
不仅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
还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经济收益。

高新区是助力企业绿色
发展的重要孵化地和集聚地。
阿拉善盟有着丰富的风光资
源，为了利用好这一优势，阿
拉善高新区把绿色能源产业
作为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
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动
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项
目开发建设，让绿色电能为当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
动能。

在国龙哈勒分散式风电
场内，昂首挺立着3架镌刻着

“国龙能源”标志的风机。随
着白色叶片缓缓转动，绿色电
能源源不断地送入千家万户。
数据显示，该风电场项目总投
资9800万元，2023年 8月份
开工建设，配备有3台风机，
总装机容量15兆瓦，2024年
4月并网发电。

内蒙古国龙新能源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场站负责人吕
飞表示，该项目计划年发电量
4850万千瓦时，等效小时数
达3300小时，全年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49.5吨、碳粉尘排放

13.3吨，减少标准煤消耗18.6
吨，有助于新能源长期发展。

营造低碳发展新风尚

企业是走绿色发展道路
的主要力量之一，阿拉善盟政
府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与大型
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企业协会
等机构均通过不同形式建立
了合作关系。

与阿拉善盟合作20年之
久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
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公众宣
传等多个领域都与政府有合
作项目。常晓斌表示：“阿拉
善SEE生态协会是企业家主
体之间的环保公益组织，与我
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景。
我们已经推动实施多个生态
项目，包括荒漠化防治的一亿
棵梭梭、节水小米等等。这些
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改善当
地的生态环境，还为周边地区
带来积极影响。我们也通过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平台，
向全社会更广泛的公众传递
了环保理念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性。”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会长周洲谈及了企业赋能阿
拉善绿色发展的项目案例和
建议。“沙漠节水小米项目是
协会联合当地政府部门共同
推动相关节水政策的具体落
实，是实现地下水保护与助农
增收的双重效果比较经典的
案例。”周洲说，“近期，我们邀
请全国各地的阿拉善SEE生
态协会企业家会员，在阿拉善
左旗巴润别立镇孟根塔拉嘎
查参加了节水小米的春播活
动，将一把把节水小米的种子

播撒到曾经严重荒漠化的土
地上。”

据悉，这一可持续农业与
生态治理项目自2009年起开
始实施，目的是助力西部荒漠
化地区的农户种植生态友好
的沙漠节水小米，以减少地下
水资源消耗，防治荒漠化。

周洲认为，企业在助力绿
色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几个
要点，首先是通过企业家精神
与商业实践，将低碳可持续发
展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社
会责任，设立企业减排目标与
企业气候变化战略，通过积
极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
式和和解决气候问题的方
案，带动市场、行业和政策走
向。其次是联动政府部门、
科研院校，完善绿色低碳政
策体系和市场化机制建设，
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推动
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
破。最后是鼓励创新，通过
多平台的跨界联合，丰富实
践方式，提供实践灵感，将绿
色扩散延伸至更广阔的产业
领域，营造企业绿色低碳发
展新风尚，让绿色理念深入
到生产的每一个细节。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
下，绿色化、低碳化已成为各
行各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必
答题。”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会长李其林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应对
气候变化的愿景最终要转化
为实际行动，需要全社会的广
泛参与和共同努力。对于政
府而言，需要长期有序的制度
安排；对于企业而言，需要重
塑企业价值观与管理体系；对
于公众而言，应自发践行绿色
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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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阔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以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生态环境，正努力朝实现“双碳”先行示范区的目标稳步

前行。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绿色发展

理念的深入人心，阿拉善盟的天变得更蓝、草长得更绿，生

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十四

五”期间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进程。这些措施涵盖了能源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

护、绿色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通过全方位的努力，实现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拉善盟绿色发展进程中，政府与企

业整合资源，在多领域建立了紧密联系与广泛合作。其中

有哪些做法？取得哪些经验教训？一些做法是否在其他地

区具有示范作用？中国城市报记者日前参加阿拉善SEE气

候周，了解阿拉善盟绿色发展背后的创意与举措。

阿拉善盟的节水小米项目地里，农户正查看小米长势。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供图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