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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二问：绿色引擎驱动经济发展，底气从哪来？

文·摄影/本报记者刘晓君郑慧英刘睿王树天牛天甲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

色和价值， 生态是内蒙

古的责任和潜力。 要全

面推进绿色发展，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进一步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 内蒙古

的生态治理得到了国家

高度重视。 近5年来，内

蒙古共完成造封飞面积

5415万亩， 在六大重点

区域造林绿化615万亩，

义务植树3.4亿株， 全区

森林面积增加 1822万

亩。截至2015年，内蒙古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21.03%， 比2010年提高

1.03个百分点；草原植被

盖度达到44%， 提高了7

个百分点， 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面积连续15年双

缩减， 治沙行动赢得国

际赞誉。 从沙逼人退到

人进沙退， 我区生态环

境实现完美逆袭。 绿色

产业红利提升经济底

气，5年来我区共争取落

实中央财政专项和基本

建设资金546亿元，惠及

44万农牧户350多万农

牧民。

放眼今日的内蒙

古， 天高云淡， 远山苍

翠，绿波荡漾。在绿色引

擎的驱动下， 我们守住

了绿水青山， 筑起了绿

色脊梁。 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 良好的生

态环境， 是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坚

定不移走好绿色发展之

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深入实施三北防护林、

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

和区域绿化等重点生

态工程， 完成营造林

1400万亩、 种草3000万

亩；落实新一轮草原生

态补奖政策，完善禁牧

和草原平衡制度， 大力

发展林、沙、草产业。据

了解， 力争到2020年，全

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3%，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

高到46%以上，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架构基本

形成。 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两会上，代表和委员

纷纷建言献策。

生态环境实现完美逆袭

现状

张美英代表：出台生态保护条例

“生态保护只有立了

法，才能长效持久。如果不立

法，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大搞

生态建设，经济条件不好的

时候就不搞，或者投入很少，

导致生态建设没有持续性，

建立长效生态保护机制就

是一句空话。” 人大代表、鄂

尔多斯市杭锦旗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张美英说。

张美英说：“目前，内蒙

古各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生态移

民。鄂尔多斯率先将农村牧

区划分为农牧业优化开发

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

区三类功能区。通过‘三区’

规划进行生态移民，这一做

法取得了一定效果，草场植

被得到了休养生息。”但是，

张美英在调研工作中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她建议自治

区政府应组织专家调研组

到自治区各地生态移民试

验成熟地区进行调研总结，

制定出台内蒙古自治区生

态移民保护条例，将生态移

民的生活补助、教育、医疗、

养老等以法律条文形式给

予保障，并对生态移民的权

利义务进行法律规范。此

外，张美英提出，政府还应

出台草场自然恢复奖励机

制，抽调专人对生态恢复的

草场进行等级评估，评估等

级直接与奖励资金挂钩，草

场生态恢复得越好、等级越

高，牧民拿到的奖励资金就

越多。这样一来，不仅激发

了牧民恢复草场的积极性，

也增强了他们爱护草原生

态环境的动力。

武希慧委员：在生态保护中谋求绿色发展

建设绿色内蒙古是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重点，

布小林主席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讲到：“坚定不移走好

绿色发展之路，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对此，政协委员、

内蒙古敕勒川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武希慧说：

“绿色发展是我们的生命

之本， 也是我们在经济建

设中应该坚持的原则。在

做任何项目之前， 我们一

定要坚持论证： 怎样做不

破坏资源， 怎样获得绿色

GDP。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

来这么多自然风光和民族

风俗，把这个资源利用好，

把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结

合好， 显然是正确的发展

之道。”

从2013年开始， 武希

慧带领的内蒙古敕勒川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 围绕哈

素海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先

后投资了14亿元， 同时解

决了当地600多人的就业

问题， 他们大部分是附近

的村民。 在武希慧看来，在

任何地方做项目都得造福一

方百姓， 特别是旅游产业，

是一个绿色的、具有发展前

景的产业，要是能把绿色产

业和特色民族文化结合起

来，其前景更为广阔。

“实际上文化旅游产

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项

目，它的拉动性很大，产业

链很长， 示范作用比较明

显。当然，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投资比较大、 回报周

期长， 单靠一个企业是很

难做好的。如果做不好，辜

负了各级政府和老百姓的

信任，也是对资源的浪费。

因此，怎样合理投资，可能

需要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给

予一些政策扶持。”武希慧

告诉记者。

王维东代表：让生态破坏者变成生态建设者

“我认为治理生态环境

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让生态

破坏者变成生态建设者，让

生态环境得到修复。” 人大

代表、阿拉善盟副盟长王维

东说。

王维东说，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的一部分，我们要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坚决守住生态底

线。过度放牧和耕作导致土

地沙化严重， 为了生态，我

们可以鼓励农牧民退耕、退

牧，从事沙产业。通过发展

沙产业，培育沙产业龙头企

业， 并加大沙产品科技研

发，给从事沙产业的农牧民

提供稳定的生存条件，这样

既能保证农牧民的收入，还

可以逆向拉动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不断好转。 同时，加

强生态保护与建设，还要建

立健全生态保护、建设和管

理的长效机制，加快国家重

要的生态功能示范区建设

进程。要认真落实草原生态

补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

政策， 实施好退牧还草、天

然林保护、 三北防护林、自

然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工程。

王维东建议，作为生态

的建设者， 首先要有建设

“大生态”的思想格局。所谓

的“大生态”，是发展理念、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

模式、价值观念、文明道德

的组合体，是我们做任何事

情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前

提。因此，要把建设祖国北

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国

家重要的生态功能示范区

作为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道路，形成资源利

用节约高效、空间布局科学

合理、发展方式绿色低碳的

“大生态”格局。

邬建刚委员：培养生态环保科研人才是重点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我认为培养生态环保科研

人才、研发生态环保技术是

重点。 为了适应内蒙古自

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 内蒙古农业大学

全面修订了人才培养方

案。 从生态建设需求的角

度， 把原来的生态环境学

院改为沙漠治理学院、草

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准确

地和自治区生态建设的目

标对接起来。” 政协委员、

内蒙古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邬建刚告诉记者。

邬建刚介绍，1981年5

月， 他曾经到锡林郭勒盟

乌拉盖管理区实习， 当时

那里湖泊周围的芦苇特别

高， 优质牧草很多。30年

后，他再去那里时发现，草

的密度减少了， 优质牧草

也没有那么多了。 作为一

名政协委员，邬建刚感到，

我区必须要加快生态环境

保护的步伐。

邬建刚认为，培养绿色

产业人才、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首先要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内涵

发展的路子难以实施。因此，

在2016年年底，内蒙古农业

大学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留

住人才和引进人才，全力服

务于自治区的绿色发展。

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