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降
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这是
对旅游业深化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也是在倒逼旅游业转型提高。

内蒙古地域辽阔，各种类型旅
游资源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物质
基础。近年来，我区旅游经济快速
增长，旅游产品供给持续增加，旅
游活动丰富多彩，呈现出“这边风
景独好”的态势。2017年全区共接
待旅游者 1.1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8.77%，实现旅游业总收入3440.11
亿元，同比增长 26.72%，旅游业已
经成为全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
柱产业和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
幸福产业。

李克强总理呼吁“来一场中国
质量的品质革命”，而提升旅游质
量，让旅游由高速向优质发展，又
何尝不是一场旅游业的“品质革
命”。新时代，加快推进内蒙古旅
游发展，不仅要实现设施、要素、功
能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
置，还要打好“组合拳”，深入贯彻

“旅游+”战略，推动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要补齐旅游发展短板，更新
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更
加便捷的智慧旅游服务，借助科技
力量不断提升旅游品质。同时也
要意识到，文化是品牌的灵魂，要
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丰富品牌文
化内涵，实现旅游发展的新跨越。

品质是旅游业的灵魂。我们
要抢抓机遇、奋发有为，加快旅游
业转型升级，让更多人流连辽阔壮
美的自然风光，爱上草原大地散发
的时代气息与人文魅力，与内蒙古
来场美妙的约会。

来一场旅游的
“品质革命”

◎籍海洋

有人曾这样比喻，每个地方的口
袋里都有两张卡：一张是经济总量储
蓄卡，一张是生态环境信用卡。只管
第一张卡好看，任由第二张卡刷爆，
第一张卡也将难免陷入被冻结的境

地。
只有守住发展底线，才能在绿色、

低碳和循环的道路上推动更高水平的
发展。

这一点，内蒙古深谙其道。

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生
态是内蒙古的责任和潜力。我区一
路逐“绿”前行，绿色基因已经融入经
济社会各个领域，“绿色星火”已成燎
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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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江

一走进周义哲代表的房间，他先掏出手机，给记者看了一段介绍
满归的视频。高岭苍茫低岭翠，幼林明媚母林幽，看得令人神往。

周义哲就来自这座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的北国红
豆小镇，是满归林业局北岸林场的一名工队长。

周义哲在林区出生、长大，在生产一线干了30多年，经历了“良材
广厦遍神州”的繁忙时期。最多时，他们小工队一年采伐2万多立方
米，一根根连起来有800公里长。2015年4月1日，林区全面禁伐，周
义哲和工友们放下斧锯，全部撤出了山上的作业点，由砍树人变成了
看树人。

刚停伐时，周义哲真有点不适应，干了半辈子采伐，听惯了油锯
声和采伐号子，再走到森林里，就剩下风吹和鸟叫，看到原来堆积如
山的贮木场变得空荡荡，心里总觉得缺点啥。他当时想，贮木场里都
是钱呀，没有了木头，日子咋过？没想到，3年过去了，大家照样有活
儿干，挣得不但没少，每年还在涨。这让周义哲和工友们明白了一个
道理：只要守护好这片林子，不砍大木头，照样有奔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周义哲代表拿铅笔画了好几道，“这是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为
林区犯愁：这些年，林子越来越好，动物越来越多，人却越来越少。工
队的人都50岁上下了，体力大不如前。“将来我们退休了，林子谁来
管？得帮我们好好研究下，解决‘后继有林、后继无人’的问题。”

不光缺人，还缺路。“林区道路、通讯欠账太多了。”周义哲代表介
绍，林区的生产道路都是自建自养，路太少、还不好，手机有信号的地
方不多，停伐后砂石路的养护也跟不上。怎样让林区的路和手机信
号更通畅，让护林人工作上更方便、外边游人愿意来，还可以把林子
里的绿色产品卖出去？周义哲代表把这些问题都写进了建议里，呼
吁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周义哲代表：
解决林区
“后继有林、后继无人”问题

◎本报记者 施佳丽

32 万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纵深
1400公里，林海茫茫，松涛阵阵，宛若一
道天赐的绿色屏障；

25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草原，水草
丰茂，牧歌嘹亮，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草原”；

2339 平方公里的“草原之肾”呼伦
湖，碧波万顷，白鹤盘旋，犹如一颗晶莹硕
大的明珠；

……
在这里，林海、草原、沙漠、湿地、河流

竞相交汇，汇聚成一首令人称绝的壮丽诗

篇。视绿色为底色和价值的内蒙古人深
知，要守护好这片绿色，还必须走好发展
新棋。

使命如山，压力在肩。自治区党委、
政府把建设绿色内蒙古当成关系人民福
祉、关乎未来的长远大计，一路加码提
速，使改革激活力、转型铸动力、法治守
底线——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既要保护好现有的

绿水青山，还要努力修复生态，恢复往日
时光，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大气污
染治理，实施冬季清洁取暖计划，抓好散
煤和工业废气治理、秸秆利用、煤改气、煤
改电等工作。所有火电机组实现超低排
放。继续整治乌海及周边地区环境。以
市场化办法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增加清洁
电力供应。”

“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旅游发展全过
程，提升旅游业文化内涵，高质量、高水平

发展旅游业。”
……
政府工作报告对绿色发展的着墨，无论

是在深入推进绿色内蒙古建设，长远大计占
据一席，还是部署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有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都是在行动层面算大
账，精心调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尽最大
可能维持两者间精细的平衡。

判大势、谋全局，方可观未来。问题明
了，思路清晰，一切信号都指向一个方向——
把准发展脉搏，深入推进绿色内蒙古建设。

蓝天下，一座座风力发电机旋转着洁
白的叶片，绵绵林海一直延伸到远方。一
碧如洗的多伦湖中，倒映着朵朵乳白色的
云团。微风吹过，涟漪四散，如同一幅色
彩瑰丽的油画。

很难相信，这里就是从前那个黄沙漫
漫的浑善达克沙地东南部——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受自
然灾害和开荒、超载放牧等不合理因素的
影响，多伦县生态环境质量一度急剧恶
化。据2000年卫星遥感监测显示，全县
风蚀沙化面积336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
面积的87％，沙尘暴肆虐，沙进人退。近
50万亩农田因严重沙化无法耕种而弃

荒，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为1013元。
如今，镌刻着治沙誓言的磐石掩映在

浓密的树林间，曾经一脚下去一个沙窝变
成了一路走来一片绿色。樟子松、杨树、
山杏、黄柳等树种随处可见，微风中树影
婆娑摇曳，静谧中依稀听到啾啾鸟鸣。

绿色让多伦看到了希望，同时也创造

出丰厚的经济价值。每到夏季，不少来自
北京、河北、辽宁等地游客专程前来消夏，
凉爽宜人的气候和沁人心脾的景色很快
使他们从酷暑中解脱出来。近年来，多伦
县接待游客数量年均增长10％以上。

从满眼黄沙的不毛之地到郁郁葱葱
的绿色屏障，这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

是一笔多赢的生态账。我区林业总产值
已经达到480亿元，形成了荒漠化防治
与产业发展、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良性互
动局面。

随着全区生态的持续好转，绿色发
展的红利也日益凸显。从拼资源转向拼
环境，把绿色发展理念深植大地，越来越
多像多伦县一样的小村小镇尝到了甜
头。2017年1至11月，我区累计接待游
客1.07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3187亿
元。

树高千尺，唯有根深。在绿色发展
道路上，草原儿女持之以恒地探寻着、坚
持着、创新着！

把准发展脉搏：深入推进绿色内蒙古建设

收获生态红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崛起之路，内蒙古怎么走？
点
赞
内
蒙
古
！
中
国
，加
油
！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扎实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扎实
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把祖

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
加亮丽。

参与方法：在H5界面点击唱
片开始录音，显示“正在录音”后，
喊出：“点赞内蒙古！中国，加油！”
之后点击结束录音，待系统识别语
音成功后，你的“点赞”语音就可以
被听到啦！

□本报记者 郭俊楼

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
内容，让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深感责任重
大。她带来的提案之一，就是建议国家加大荒漠化防治领域科技创
新支持力度。

孙俊青说：近年来我国在荒漠化综合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内蒙古为例，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继续“双减少”。但当前我国
仍存在荒漠化总体面积大、已治理沙化土地自我调节能力弱等诸多
问题。“在荒漠化治理实践中，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由于亟
需治理的荒漠化区域面积大、地理位置偏远、难度大、成本高等困难，
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仍存在一些瓶颈。”孙俊青说。

孙俊青建议：国家加大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供给，在基础研究方
面，布局一批荒漠化研究课题；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有针对性地组
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促进荒
漠化地区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发展模
式。

“近年来，我区积累了荒漠化防治的经验，目前已启动建设了荒
漠化防治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孙俊青说。她建议国家支持内蒙古牵
头建设国家荒漠化防治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让荒漠化治理开出科技
创新之花。

孙俊青委员：
让荒漠化治理开出科技创新之花

当绿色成为我区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粗放发展的老路
已经走不通，必须主动转方式调结构，实
现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这注定是一次凤
凰涅槃。

从加强污染治理到推动低碳循环发
展，从推进清洁生产到划定生态红线，从
完成环保违规项目清理整顿到试点排污
许可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我区大刀阔
斧，形成了标准引领、准入把关、监管倒
逼、减排推动、整治促进等有效抓手，推动

经济转型升级。
为铸就经济绿色动力，我区在节能减

排上推行“减法”运算。而在新兴产业上，
则用“加法”运算。一减一加之中，无疑为
今后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换装了新的引擎。

2017年，我区继续化解过剩产能，减
少低端和无效供给，退出810万吨煤炭、
55万吨钢铁产能，取缔“地条钢”243万
吨，煤电、煤化一体化比重达到 90%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明显上升，实现了由

“一煤独大”向产业多元的转变。同时，通

过淘汰落后产能，为绿色产业、绿色经济
腾出大量发展空间，新能源、新材料、电子
通讯等产业增长较快，稀土化合物产能、
云计算服务器承载能力居全国第一。全
区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工业化和城
市化加快推进的形势下，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持续下降，全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节
能减排指标。农业生产发展正由资源消
耗型向重质绿色型转变，继续实施新一轮
草原补奖等政策，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得
到了有效遏制。

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阔步向前。我
区生态建设以每年超过1000万亩的速度向
前推进，并出台了37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成果，6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红线保护范
围，10.2亿亩草场纳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102个国有林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
业性采伐。还建立了生态文明考核办法、绿
色发展指标体系，完善自然资源保护制度，
初步形成了四级“河长”体系。

青山披翠，碧水蜿蜒，一道横跨祖国
北方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正有序建成。

凝聚绿色动力：倒逼机制推动转型升级

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阿荔惠：公立医院改革后，药品虽然不加价，
但目前仍然高于药店。建议进一步加强招标投标环节的价格监管，让
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群众。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住我区全国政协委员徐睿霞：小饭桌作为一种新
业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突出问题。建
议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小饭桌经营范围、管理
方式、责任主体。 本报记者 韩卿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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