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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深入内蒙古考察调研，连续

五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为内蒙古的长远发展擘

画蓝图、明确路径。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

源基地”“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

的要求，各族干部群众守望相助，苦

干实干，凝聚起“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合力。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几场夏雨过后，敕勒川草原绿

草滴翠、红花吐蕊。

这片历史上“天苍苍、野茫茫”

的草原，曾一度退化成砂石遍地的

荒滩。2012年起，呼和浩特实施大青

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近3

万亩的敕勒川草原逐渐重现生机。

“如今这里有近60种植物，大量

动物在此安家，生态已具备自我恢

复能力。”承担草原修复工作的蒙草

生态集团技术研发人员刘思泱说。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

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但生态环

境基础非常脆弱，过去片面追求经

济收益，一度加重草原退化、林缘后

退，很多湖泊水质下降、湖面萎缩。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全面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全区五成

多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明

确在锡林郭勒草原等重要生态功

能区不再新上矿业开发和风电、光

伏项目；停止自然保护区内所有矿

山企业开采勘探活动；加大体制改

革，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

内蒙古距离北京最近的多伦

县，过去一年要刮十几场沙尘暴。

经过十年不懈建设百万亩樟子松

基地，曾经寸草不生的地方，如今

绿树成荫。

十年间，内蒙古每年完成林业

和草原生态建设任务分别超过

1000万亩和3000万亩，均居全国之

首。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3%，较 2012 年提升 1.97 个百分

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5%，

比2012年提高5个百分点。

十年间，内蒙古通过科学规

划、系统治理、产业引领等措施，战

“荒”斗“沙”。全区年均完成防沙治

沙 1200 万 亩 ，占 全 国 总 任 务 的

40%，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了

“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重大

历史转变。

十年间，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2015年内蒙古全面停止天然林

商业性采伐，至今大兴安岭林区销

售碳汇产品交易总额已逾 3000 万

元；每年约4.04亿亩草原通过禁牧

得以休养生息，6.16 亿亩草原通过

草畜平衡得以合理利用，140 多万

户农牧民从中受益。

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这几天，在准格尔经济开发

区，今年新引进的天合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徐工集团等多家头部企业

正在加紧前期施工，新能源科技产

业基地已初具规模。

党的十八大以来，准格尔旗积

极探索“立足煤炭、多元化发展”之

路，煤炭核定产能由2012年的2.6亿

吨增加至2021年的3.5亿吨；建成绿

色矿山70座，数量及质量均走在全

区前列；推动清洁高效电力输出和

一流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促进煤

炭从原料到材料、由低端到高端的

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迅速起步，着

力打造“风光氢储车”产业，目前已

获批风电光伏指标460多万千瓦。

准格尔旗是内蒙古经济发展

历程的缩影。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

地，内蒙古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的重任，但也一直受困于“一煤

独大”的经济结构和“挖煤卖煤”的

粗放式发展。

“十三五”以来，内蒙古坚决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遏制“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努力由资源依赖、粗放

高碳、分散低效向创新驱动、绿色

低碳、集约高效转变，推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全面

深化“科技兴蒙”行动，高标准打造

乳业、稀土新材料、草种业三个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

2021年，内蒙古能耗指标结束

连续增长态势，由“红”转“绿”；非

煤产业增加值占比约六成，高新技

术企业从 2012 年的 158 家增长到

2021年的1223家；高新技术企业工

业总产值达到 5480 亿元，是 2012

年的 5 倍多；2022 年，国家全面启

动“东数西算”工程，内蒙古跻身国

家算力枢纽节点，获得新的机遇。

近几年，内蒙古紧抓国家“双

碳”战略机遇，把新能源产业作为

转型重要突破口，借助丰富的风光

资源禀赋和广阔的沙漠、戈壁、荒

漠等可开发地带，打造风光氢储四

大产业集群。新能源装机占比已从

10 年 前 的 22% 提 高 到 2021 年 的

36%，2021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新能源发电量首次突破 1000 亿

千瓦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

立的民族自治区，有着民族团结的

光荣传统，“齐心协力建包钢”“三

千孤儿入内蒙”等民族团结佳话就

像草原上的牛羊，数也数不清。

正值盛夏，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乌兰哈达镇三合村田间稻浪起伏，

仿佛一片绿色海洋。“我们村生活

着朝鲜族、汉族、蒙古族、满族、达

斡尔族、回族共 6 个民族的群众，

民族团结互助是我们村的优良传

统。”三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许忠峰说，开始只有朝鲜族村民

种水稻，后来其他几个民族群众也

加入进来，朝鲜族村民就无私地将

种植技术传授给大家。现在全村水

稻种植面积已逾万亩，成为村民增

收的重要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倍加珍惜、继

续坚持民族团结光荣传统和‘模范

自治区’崇高荣誉”“要深入践行守

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

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

造美好生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内蒙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切实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建立定期专题研究民族

工作机制，相关工作纳入自治区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

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

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

群舞《中国梦》磅礴大气，歌伴

舞《站在草原望北京》热情似火，好

来宝、三句半等语言类节目朗朗上

口。7 月 12 日，“石榴籽同心筑梦”

农牧民文艺活动在兴安盟科尔沁

右翼中旗高力板镇道本恩格尔嘎

查精彩开演。

2017年以来，兴安盟创新成立

1088个覆盖盟旗乡村四级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开

展“石榴籽同心筑梦”等活动，使民

族团结进步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

伊敏中心校校长梅花当选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在履职过程

中，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认同是最

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

民族和睦之魂。

梅花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融入学校管理，指导教师在具

体教学中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

深深植入孩子们心中。在伊敏中心

校经常组织的“民族团结一家亲”

“我为祖国唱首歌”等主题活动中，

《红领巾心向党》《童心向党》等歌

曲是孩子们最愿意唱的歌，天安门

前各族小朋友的欢聚场面是孩子

们画得最多的图画。“我们学校有

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

的120多名学生，他们互帮互助，共

同成长。虽然他们还小，但已经明

白民族团结的意义。”梅花说。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内蒙古各族儿女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砥砺

前行，奋力将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

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据新华社报道）

内蒙古：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

·非凡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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