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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亮丽风景线 绘就最大同心圆
———新中国70年内蒙古跨越式发展纪略

文/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张云龙 任会斌

这是一方沃土：“蓝蓝
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
儿跑”，辽阔壮丽，资源富
集。

这更是一方热土：各族
干部群众发扬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接
续奋斗，砥砺奋进。

翻身解放离旧苦，改革
开放踏新程。与新中国70年
共荣，内蒙古自治区不断筑
起成就的大厦：经济总量由
1949年的7亿元增加到2018
年的17289亿元，按可比价
计算，增长约595倍；原煤、
煤制天然气和外送电量
均居全国首位，稀土新材
料、多晶硅等产业规模全
国第一；居民平均预期寿
命由不到35岁提升至现
在的75.8岁；2013年以来
累计减贫142万人，贫困
人口减至15.24万人，贫困
发生率降到1.06%；旅游收
入突破4000亿元，“草原魅
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八方
游客……

新时代，内蒙古各族群
众正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路子，努力将祖
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
更加亮丽。

从手无寸铁到钢铁洪

流 云腾草原新力澎湃

轧机轰鸣！一块火红的
钢坯在包头钢铁集团万能
轧钢生产线上逐渐延长，2
分35秒后被轧成一根高铁
钢轨。

2007年以来，包钢支撑
了国内近1/3的高铁钢轨需
求，近期又研发出性能更高
的第三代稀土钢轨等产品。

“高铁是中国的‘名片’，我
们有信心让它跑得更快更
稳！”包钢工程师乌云达来
自豪地说。

岁月沧桑，旧貌新颜，
包头仅是内蒙古实现经济
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时光回溯70年，当时内
蒙古仅有一些铁器作坊，买
个马掌还得跑半天。作为首
批建设的三大钢铁基地之
一，包头生产了新中国第一
辆坦克、第一门高射炮、下
线了世界最大电动轮矿用
车，挤压出国内首根大口径
厚壁无缝钢管……

“羊煤土气”被称为内
蒙古经济的象征。但在新中
国成立前，内蒙古仅有4家
小煤矿，年产量仅35万吨，

油气开发是空白，发电容量
不足1万千瓦。

是新中国建设的热潮，
加快了内蒙古资源能源开
发，让内蒙古逐步崛起为北
疆的一块发展高地。党的十
八大以来,内蒙古更是跳出
简单“挖煤卖煤、挖土（稀
土）卖土”的粗放发展模式，
调结构、转方式，建设国家
重要能源、新型化工、有色
金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地，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

“煤田变‘油田’，已非
天方夜谭。”煤制油、煤制气、
煤制烯烃、煤制甲醇……近
年来，内蒙古紧跟能源技术
革命趋势，抓住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的市场机遇, 引导
企业走转化增值之路，已构
建起全球最大的现代煤化
工产业集群，2018年底煤炭
转化率突破38%。

“30年前，内蒙古用羊
绒羊毛‘温暖全世界’，15年
前，内蒙古用煤炭‘温暖全
世界’，在新时代，我们将用
现代能源‘温暖全世界’。”
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珠
说。

工业亮眼，农牧业也很
“醒目”。70年前，全区粮食
产量仅为18.5亿公斤，牧民
吃粮靠返销，2018年则达到
355.3亿公斤，是6个粮食净
调出省份之一。去年，牲畜
年末总头数达到7279万(头)
只，比1949年末增长6.5倍；
年产牛奶700多万吨、肉类
250多万吨，牛奶、羊肉、羊
绒等畜产品产量稳居全国
首位。内蒙古已经成为全国
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输出基地，伊利、鄂尔

多斯、蒙牛等成为耀眼的名
片。

更引人瞩目的是产业
转型升级，使古老草原与崭
新时代同步。云计算、大数
据、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
备……一个个新产业、新业
态开枝散叶，多元发展、多
极支撑使内蒙古前进动能

“新”力澎湃。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上海证券交易所……2015
年以来,先后有68家网络巨
头和大机构、大企业用户入

驻中国电信云计算内蒙古
信息园,将这里作为自己的
全国性数据中心。形成“南
贵（贵阳）北乌（乌兰察布）”
格局，内蒙古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已居
全国第一。

从风沙肆虐到绿锁黄

龙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
屋里燃灯台。行人出门不见
路，庄稼牧场沙里埋。”往年风
沙肆虐的景象，达拉特旗中
和西镇官井村81岁的“治沙
名人”高林树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各级
党委政府带领群众积极开
展草原建设、风沙治理，涌
现出“牧区大寨乌审召”等
众多生态建设典型。然而，
受发展理念和片面追求经
济利益等因素影响，未能走
出“边治理边破坏”的困局，
生态形势日趋严峻。

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局
长韩玉飞说，最多的一年，
当地竟出现沙尘天气82次。

内蒙古的生态如何，不

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
和发展，还关乎“三北”乃至
全国生态安全。把内蒙古建
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自觉
担负起的重大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
古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京
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工程
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着力建设生态文
明。

还草还出“碧绿”。内蒙

古拥有13.2亿亩草原，占全
国的五分之一多，是全国最
大的天然牧区。自治区通过
全面实施退牧还草、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等制度，引
导农牧民禁牧、休牧和划区
轮牧，使全区草原植被平均
盖度稳定在44%。

禁伐禁出“浓荫”。自治
区成立之初，森林覆盖率仅
为7.73%，去年底已提高到
22.1%。内蒙古大兴安岭重
点国有林管理局党委书记
陈佰山颇为自豪地说，天然
林保护工程实施20多年来，
大兴安岭林区“砍树”逐步
转向“看树”，至去年底共新
增林地1.38万平方公里，相
当于283个西湖的面积。

治沙治出奇迹。腾格里
沙漠东南缘已建成长350公
里、宽3公里-20公里的林草
带，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已形
成长191公里、宽0.5公里-1
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沿巴
丹吉林沙漠边缘也营造出
长长的锁边林……如今，内
蒙古境内的沙漠扩展势头
受到遏制，毛乌素、科尔沁、
呼伦贝尔等五大沙地的生
态显著改善，沙化土地已连

续多年“双减少”。
从1986年栽下第一棵

树起，高林树先后绿化荒沙
5000亩，村民们也跟着栽树
治沙，目前官井村绿林萦
绕、庄稼成行，林地已经超
过19万亩。

生态建设要世世代代
干下去，成千上万个“高林
树”式的库布其人艰苦奋
斗、锲而不舍，已累计治理
荒沙6000多平方公里，绿化
荒沙3200多平方公里，创造
了荒漠化防治的世界奇迹。

近几年来，内蒙古更是
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
度，努力守好这方碧绿、这
片蔚蓝、这份纯净。

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
湖、第三大湖岱海、黄河流
域最大湖泊乌梁素海的治
理工程都在紧锣密鼓地实
施，湖泊水质和湖区生态都
呈改善态势，湿地面积显著
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增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生态改善的同时，农牧
民通过生态农牧业、沙草产
业、旅游业等提高了收入。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萨如
拉图雅嘎查牧民在“改革先
锋”廷·巴特尔的带领下，坚
持草畜平衡，减羊增牛，少
养精养，不仅草场休养生息
得到恢复，牧民们的收入也
由2002年的700元提高到
2018年的18800元。

从互不往来到守望相

助 石榴籽般抱在一起

前不久，鄂托克前旗城
川镇呼和陶勒盖嘎查在发
展党员时，蒙古族党员一致
同意推荐一名汉族小伙。这

个有120多户农牧民的嘎
查，蒙古族占90%以上。

70岁的蒙古族老支书
巴雅尔芒来说，汉族有手
艺，会种地，蒙古族会养牛
放羊，大家互相帮助，现在
家家户户既会种地，又搞养
殖。“谁能干选谁，从没有考
虑过民族之别。”

20世纪40年代，党在城
川镇一带进行过民族自治
的实践。

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
千百年来民族隔阂和民族
不平等，在内蒙古自治区，
各民族共同当家做主，大草
原人畜两旺，生机勃勃。

这些广为流传的“一家
亲”故事令人感动：为建设
包钢，白云鄂博的蒙古族群
众让出敖包圣山；为发展航
天事业，额济纳旗的蒙古族
牧民三迁家园；20世纪五六
十年代全国遭遇饥荒时，蒙
古族牧民敞开胸怀接纳来
自南方的3000多名孤儿，用
自己舍不得喝的牛奶、米粥
喂养他们长大成人；连续为
蒙古族妇女接生，汉族女医
生李敬秋累倒在产房里；西
乌珠穆沁旗汉族牧民王贵
海把贫困蒙古族牧民接到
家里帮助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
区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增进交往交流交
融，民族团结深入人心。

民族团结促大发展。全
区人均GDP由新中国成立
前的120元增加到68302元，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1978年的131元增加
到13803元。“拧成一股绳，
我们才能一心一意谋发
展。”蒙古族人口最多的通
辽市委书记李杰翔说。

民族团结促大进步。如
今，各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
比例均超过其人口比例；如
果想看蒙中医，85%以上的
苏木乡镇和社区服务中心
都能满足。

民族团结促大保护。
200多部少数民族文艺作品
获得国家级奖项，蒙古族长
调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呼麦等4400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
传承保护。

和衷共济70载,而今扬
帆再起航。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2500多万草原
儿女紧密团结，建设亮丽
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东乌珠穆沁旗草原风光 摄影/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