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投资 535.6 万元，为 513 户
牧民安装了风光互补设备。完成绿色
节能集成房 200 个、新建自来水工程 1
处、抗旱井 263 眼、供水点 3 处，改扩建
升级自来水工程 2 处，发放小型有动力
水处理设备 300 台（套）。

按照“身边有绿、出门见绿”目标，
开展城镇进出口路、重要街道、公园景
观提升及小区绿化工程，完成沙区综合
治理 13.13 万亩、退耕造林 7 万亩，全旗
栽植樟子松、云杉、丁香等苗木 12 万余
株（丛），造林绿化嘎查 6 个。

陈旗荣获了全国退牧还草工程示
范县称号，3 个苏木镇获得“国家级生
态乡镇”称号，3 个苏木镇获得“自治区
级生态乡镇”称号。

【核心提示

】

打造美丽宜居家园
陈巴尔虎旗旗委副书记、代旗长 赵达夫
本报记者 李玉琢对话人：

陈巴尔虎旗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
边疆少数民族牧业旗，全旗草原面积
1.58 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85%，
是世界唯一的纯天然草甸草原，素有“天
鹅故乡”“天堂草原”之美誉。全旗森林
面积 965 平方公里，地表野生植物 553
种。陈旗先后被命名为“中国那达慕文
化之乡”“中国绿色名旗”“国家生态示
范旗”“全国牛奶生产强县”“中国低碳
旅游示范区”“中国有机牛羊肉产地”

“中国宜居宜业典范旗”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陈巴尔虎旗的

特色和优势，更是陈旗的生存之本、发
展之源。在统筹经济发展过程中，该旗
坚持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展之路，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加快发
展，在加快发展中保护好生态。

扎实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重点区
域造林绿化等生态工程建设，沙源治理
总面积达到了 100 万亩，重点区域绿化
造林 3200 亩。

苏尼特肉食品精深加工园区被评
为全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各类牧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辐射带动牧户占
全旗总数的三分之一，完成 40 万只苏
尼特羊全产业链追溯体系建设任务，可
追溯羊肉每公斤价格高于市场价 2 元，
为牧民增收 1100 多万元。

一期全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全面落实，覆盖全旗 7 个苏木镇 49 个嘎
查，涉及草场面积 5111 万亩，5 年共兑现
奖补资金 5.9 亿元，5600 多牧户 1.9 万
余牧民从中受益。

【核心提示

】

这几天，苏尼特左旗达来苏木呼格吉
勒图嘎查牧民刚照日格心情很舒畅，因为
1 年 的 辛 苦 终 于 有 了 硕 果 ，今 年 牧 业 收 入
进账 20 多万元。更让他高兴的是新一轮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又要实施了，自己
每 年 加 大 出 栏 力 度 ，就 是 为 了 草 畜 平 衡 ，
让草场得以“休养”，如今国家又要给补奖
金 ，这 样 收 入 不 减 反 而 增 加 ，消 除 了 他 的
后顾之忧。

刚照日格自家有 3000 亩草场，又租赁
了 18000 亩 草 场 ，不 管 是 自 家 的 还 是 租 赁
的，他都特别爱护。他将 20000 多亩草场划
分为春、夏、秋、冬 4 块使用，这样划区轮牧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保护草场，还能保
证羊的膘情。

刚 照 日 格 家 的 羔 羊 加 入 了 溯 源 体 系
后 ，都 拥 有 了 自 己 的 耳 标 ，通 过 互 联 网 销
售 羊 肉 ，实 现 了 苏 尼 特 羊 肉 的 优 质 优 价 。
5 年前，他觉得应该响应旗里号召的“算账
养畜”和“ 持家算账理财”理念，把钱花在
刀 刃 上 ，因 此 ，他 把 领 到 的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补奖金合理利用在畜牧业生产方面。

（王润枝）

【百姓声音】

【背景链接】

苏尼特左旗，位于中国四大天然
牧场之一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西北，该
旗 96.7％的面积属于草原。

为治理草场退化，减轻牲畜和人
对 草 原 生 态 环 境 的 影 响 ，近 年 来 ，苏
尼 特 左 旗 始 终 把“ 绿 色 ”作 为 永 续 发
展的必要条件。旗委、政府带领全旗
各族人民秉承“坚韧不拔、自强不息、
负重前行、勇于赶超”的苏尼特精神，
以生态为先，制定实施“南牛北羊，压
减山羊，保护马和驼”的发展思路，按
照 盟 委 提 出 的“ 减 羊 增 牛 ”现 代 畜 牧
业发展战略，不断优化畜牧业产业结
构 调 整 ，提 升 产 业 化 水 平 ，创 新 生 产
经营方式，全力推进传统畜牧业向现
代畜牧业转变，为全旗绿色发展之路
夯实基础。

生态富民双丰收

锡林郭勒盟人大工委副主任、苏尼特左旗旗委书记 邢文峰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对话人：

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背景链接】

【百姓声音】

善待环境
就是善待自己

巴依斯古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强调了要守住生态底线，绝
不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请问邢书记，苏尼特左旗生态建设具体
做了哪些工作，着重采取了哪些措施，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邢文峰：多年来，苏尼特左旗立足荒漠半荒漠化草原的生态实
际，始终坚守草原生态底线，不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实现
了美丽与发展双赢。

一是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在产业发展中，实施了畜牧业划区
轮牧，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项目布局、产业
发展、工程实施等方面严格准入门槛，严格落实草原征占用审核
审批制度，今年关停“未批先建”和“久拖不验”建设项目 25 个。

二是在治理中修复生态。扎实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重点区
域造林绿化等生态工程建设，沙源治理总面积达到了 100 万亩，
重点区域绿化造林 3200 亩，促进了草原生态持续好转。全力推
进和谐矿区建设，着力抓好矿区复垦绿化、污水处理等工作，废弃
地复垦、地质环境治理 478 公顷，无主采坑填埋 182 个，努力将矿
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三是在改革中改善生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改革
试点，成立了生态保护局，建立了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制度，重要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提起全区首例环境公益诉讼，以鲜活生动的法
治案件，引导社会舆论，倡导法治观念，切实提高职能部门、干部
队伍的执法监督意识和广大牧民群众的法治生态意识。

巴依斯古楞：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同时，如何更好地维护好当
地牧民的利益，如何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邢文峰：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同时，始终高度关注广大牧民群
众的现实利益，抓住矛盾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两手并进，一手
抓畜牧业增收，一手抓政策奖补，促进牧民增收致富。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坚持用产业化思维和工业化理
念谋划畜牧业发展，探索推行了“3＋1”现代畜牧业发展模式（紧
抓“牧场—工厂—市场”3 个环节，打造牧企联结 1 个链条），2016
年全旗苏尼特羊标准化畜群达到 1800 群，优质肉牛发展到 12 万
头，全旗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达到 168 万头（只）。苏尼特肉食品
精深加工园区被评为全区农牧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各类牧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辐射带动牧户占全旗总数的三分之一，完成 40 万
只苏尼特羊全产业链追溯体系建设任务，可追溯羊肉每公斤价格
高于市场价 2 元，为牧民增收 1100 多万元。

二是全面落实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一期全旗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全面落实，覆盖全旗 7 个苏木镇 49 个嘎查，涉及草场面
积 5111 万亩，5 年共兑现奖补资金 5.9 亿元，5600 多牧户 1.9 万余
牧民从中受益，年人均享受补贴资金达到 6200 元左右，极大地增
加了牧民政策性收入。

巴依斯古楞：今后在进一步做好生态建设方面苏尼特左旗有
哪些思路和做法？

邢文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始终把绿色作为永续发展
的必要条件，坚守生态良好底线，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一
方面，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严格执行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和冷暖季节适宜载畜量政策，加快实施“减羊增牛”战
略，继续推进“3＋1”现代畜牧业发展模式，认真抓好国家级“标准
化+畜牧业”示范旗县创建，建立优质良种肉牛产业示范区和运作
规范的全旗苏尼特羊养殖协会，积极探索“四季出栏、均衡上市”的
新路子。依托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光电
和风电清洁能源项目建设，积极发展新型风机设备、风光互补设备
组装等装备制造业，推动产业延伸配套，构建集约高效的现代工业
体系。从全域旅游的高度，启动实施“旅游+”战略，发挥独特的草
原资源优势，进一步完善全旗“一轴三区”旅游产业发展布局，加快
培育“牧人之家”“蒙古包旅馆”等特色项目，着力打造原生态旅
游。另一方面，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决策制度、评价制度、管理制度、
考核制度 4 个方面，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评价体系，积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健全生物
多样性保护制度，加快草原生态红线划定，对野生动植物等生物多
样性进行统一监管。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衔接，推动环境公
益诉讼，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环境保
护成效指标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邢文峰

陈巴尔虎旗旗委副书记

、代旗长

赵达夫

李玉琢：陈旗在重点发展壮大新能源和非资源产业上，做了哪
些努力？

赵达夫：近年来，陈旗大力支持呼伦贝尔草原国家公园“5A”级
旅游景区建设，培育旅游特色苏木镇，鼓励牧户游、城郊观光游做精
做特，推动旅游业提档升级；加快推进太阳能发电项目落地，探索经
济、生态效益相结合的新路；与蒙草牧草公司深度合作，发挥其在牧
区产业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充分利用地缘、生态等优势，积极发展现
代服务、大数据、新型建材、草原碳汇、沙产业等新兴产业，努力形成
具有旺盛活力和持续竞争力的新增长点。

李玉琢：陈旗是如何以民生为落脚点，增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意
识的？

赵达夫：陈旗充分落实生态惠民政策。2016 年投资 535.6 万
元，为 513 户牧民安装了风光互补设备。完成绿色节能集成房 200
个、新建自来水工程 1 处、抗旱井 263 眼、供水点 3 处，改扩建升级自
来水工程 2 处，发放小型有动力水处理设备 300 台（套），让群众在
保护与建设生态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物质成果。

李玉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陈旗在守住森林、草原、水资源、生
态景观、建新拆旧 5 条底线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赵达夫：2016 年，陈旗优化调整生态红线保护区域，清理各类
违章破坏生态建筑 145 处，依法拆除旅游点 2 家、非法采砂厂 8 个，
立案查处河流泄洪区内 3 家违法建筑业主。按照“身边有绿、出门
见绿”目标，开展城镇进出口路、重要街道、公园景观提升及小区绿
化工程，完成沙区综合治理 13.13 万亩、退耕造林 7 万亩，全旗栽植
樟子松、云杉、丁香等苗木 12 万余株（丛），造林绿化嘎查 6 个，陶海
国家湿地公园顺利通过国家林业局评审。全旗污染治理力度持续
加大，加快污染企业关停改造，节能减排各项目标全面完成。全面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措施，实施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坚决落实

“退、禁、清”，实行严格的禁牧，做到真抓、真管、真禁，使草地进一步
休养生息，陈旗荣获了全国退牧还草工程示范县称号，3 个苏木镇
获得“国家级生态乡镇”称号，3 个苏木镇获得“自治区级生态乡镇”
称号；严格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推进水资源环境整治，加强水源地地
下水监测和保护，确保饮用水安全；规范旅游景区管理，坚决遏制无
序开发建设，对不符合标准、不符合规范，没有审批手续的坚决清
理。陈旗把守住生态底线作为“抹帽子”工程，建立严格的问责追责
机制，发挥 12369 环保热线的作用，把环保热线捆绑到执法人员的
手机上，随时都能够受理群众环保举报，对贯彻生态环保要求不认
真、不负责、应付了事的进行诫勉谈话，对环境质量出现恶化、发生
环境污染事件的警示问责，对于违法违纪的，从严惩处。

李玉琢：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陈旗在绿色发展上，有什么新
的谋划？

赵达夫：在今后工作中，陈旗将坚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实
施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把呼伦贝尔建设全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示范区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大主体
功能区规划落实力度，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旗。严格生态红
线区域保护，细化生态红线边界划分，加强监督管理考核，建立健全
生态补偿机制，把生态红线保护要求落到实处。鼓励、引导企业和
民间资本投入到矿山地质治理项目领域，推进希日乌苏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问题，改善矿山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陶海国家湿地公
园，争取农业部防火森林草原视频监控系统开工建设。大力推动绿
色发展，将“生态+”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大力发展有机绿色
农畜产品、民俗特色经济产品和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实施能源与水
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与强度“双控”行动，促进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实施绿色陈巴尔虎工程，重点推进沙区综合治理、退牧还草
等工程，今年年内实现禁牧 120 万亩、草畜平衡 2013.4 万亩，完成划
区轮牧 10 万亩、退化草场改良 10 万亩、毒害草治理 5000 亩。大力
推进绿色清洁生产，推动煤炭、电力、有色金属等产业绿色化改造，
做好东能、金新等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大力推进绿色服务和
消费，鼓励绿色出行，加快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全面推行河长
制，强化水环境综合整治，治理工业废水，完成海拉尔河治理工程，
切实做好新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项目。加快推进巴彦库仁镇污水
处理、垃圾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改造力度，加强工业污染场地治理
和工矿废弃地复垦，提升污水、垃圾处理能力和土地利用效率。强
化环境执法管理，推进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采取按日计罚、限停限
产、司法联动等手段，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刚照日格

呼和诺尔镇昂格尔图嘎查牧民斯琴高
娃一家 9100 亩的草场上，有一块面积 1000
亩的沙地。黄柳和榆树是这片沙地原有的
植物。由于气候和过度放牧等多种原因，斯
琴高娃家草场内的沙地上，2003 年只剩下
了 3 株榆树顽强的存活着。

从小，斯琴高娃的父亲就教导她，草原
上的一草一木都是苍天的恩赐，都不能轻易
毁伤。2003 年，斯琴高娃开始了治沙的漫
长征程。她把 1000 亩沙地用网围栏围封起
来，又花了近 1 万元，买来了 5 万株杨材苗，
和丈夫诺木一起车拉肩担，种植在了沙地
上。从此，这片沙地上开始有了片片新绿。
2005 年，呼和诺尔镇为斯琴高娃无偿提供
了 1000 斤 适 合 沙 地 种 植 的 小 叶 锦 鸡 儿 种
子，小叶锦鸡儿成为治理沙地的生力军。

10 多年的治理和围封，如今斯琴高娃家
草场内，大面积的沙地已经了无踪影，原来
斑驳的沙地已是郁郁葱葱。

斯琴高娃说，人类善待大自然，大自然就
会给你更丰厚的回报。（本报记者 李玉琢）

斯琴高娃（右）

锡林郭勒盟人大工委副主任

、

苏尼特左旗旗委书记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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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区生态环境脆弱的局面仍未根

本改变，生态环境保护正处在“进则全胜、不
进则退”的历史关头。寒冬虽至，但是全区上
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春潮却滚滚涌动。在内
蒙古的发展蓝图中，在保护中发展、发展
中 保 护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实 现 绿 色 富 民 ，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让 内 蒙 古 向 生 态 大

省、生态强省转变，是草原人不懈的追求
和各族干部群众的重大责任。生态底线
如何坚守，绿色发展怎样实现，如何让内
蒙古的草原林海、沙漠雪原、湖泊湿地成
为聚宝盆，让内蒙古的山川林木葱郁，让
大地遍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

鱼翔浅底⋯⋯如何算好“绿色账”、走好“绿
色路”、打好“绿色牌”，做好生态强区这篇大
文章？本报记者就上述话题与锡林郭勒盟人
大工委副主任、苏尼特左旗旗委书记邢文峰，
陈巴尔虎旗旗委副书记、代旗长赵达夫进行
了对话。

守住生态底线,如何抒写绿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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