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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保明

□ 任阿龙

截至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0%以

上，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9.4%，居全区

各盟市之首；呼伦湖水域面积恢复至

2144.9平方公里，较2011年增加300

多平方公里……不寻常的年份，这组

数据意味深长。

生态是呼伦贝尔市立市之基，呼

伦湖是呼伦贝尔市生态的“晴雨表”，

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指标。这是道压轴必答题，呼

伦贝尔市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呼伦贝尔市广大干部群众把认真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当地实际

情况有机结合起来，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经过不断探索实践，确立了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方式。

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

牢植根人民，一切由此启程，一切因此

壮阔。推动生态产业化，依托大草原、

大森林、大冰雪、大空域和好空气、好

水源、好土壤、好风光，拓宽生态产品

价值新路径，切实把生态效益更好转

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把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推动产业生态化，让

产业变绿，让绿色产业变多。底蕴深

厚的呼伦贝尔大地，以滚石上山之力，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走

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新路。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定力，坚决把生态环境保护
放在首要位置

32万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起于

呼伦贝尔市，终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长1400公里，有24万平方公里在内

蒙古境内，其中16.3万平方公里在呼

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水系共有3000

余条水流，均起自呼伦贝尔市。大兴

安岭西坡形成的海拉尔河、伊敏河、根

河等汇聚至额尔古纳河，其中海拉尔

河上游主要支流库都尔河是黑龙江的

源头（南源）；东坡雅鲁河、诺敏河、霍

林河等自西北向东南注入嫩江，是嫩

江的正源。故，大兴安岭承担着东北

亚地区的水源涵养功能，被称为“东北

亚水塔”，生态功能不言而喻。

打开呼伦贝尔地图，呼伦贝尔大

兴安岭林海、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众多

的湿地、湖泊唇齿相依，共同构成了祖

国北疆非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对呼伦贝尔市生态

文明建设一直牵挂于心，多次对呼伦

湖流域生态与环境综合治理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

使命担在肩上、责任记在心里、举

措落到实处，呼伦贝尔市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永葆呼伦贝尔的秀美

山川。

“十三五”以来，呼伦贝尔市始终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坚决将呼伦湖流域生态与环境综合治

理作为头号生态工程，全面完成综合

治理二期工程和流域再生水回用项

目，持之以恒改善水质、稳定水量，呼

伦湖水面面积稳定在2030平方公里

左右，再现“天鹅飞来不想回”的醉人

美景。大力实施天保工程，深入落实

20万亩已垦林地退耕还林还草试点

任务，巩固拓展商业性停伐成果，公益

林保护面积增至1972.1万亩，累计清

收已垦林地109.5万亩，森林蓄积量保

持在12.7亿立方米以上。全面落实草

畜平衡、生态补奖等政策，退牧还草

447.8万亩。2019年，呼伦贝尔市草

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70%以上，这

是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且该数值还在

逐年增加。2020年，呼伦贝尔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100%，稳居全

区12个盟市首位。

初到呼伦贝尔市的第一感受是天

蓝、草绿、空气清新，在与当地干部群

众接触过程中，能切身体会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意识已经根植在这片沃

土。海拉尔区居民张炳旺自豪地说：

“别说外地人，就是我们本地人也觉得

这几年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

生态产业化，让生态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

要绿色，也要发展。呼伦贝尔市

谋定，要向独具特色的生态资源要效

益，紧紧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把绿色

的草原、森林、河湖、天然有机的农畜

林产品、寒冷气候环境和富集的冰雪

资源开发好、利用好，把生态资源和气

候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产品优势、质

量品牌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实现生

态产业化。

走进阿荣旗那吉镇东侧的呼伦贝

尔绿色食品产业园区，伊利有机乳制

品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台台机器轰

鸣作响、一辆辆运输车穿梭而过、几百

名工人争分夺秒抢进度……阿荣旗位

于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全旗有

234.7万亩优质天然草牧场、470万亩

黑土地。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阿荣

旗引进伊利有机乳制品项目，目前，项

目一期和系列奶源基地建设项目同步

开工，项目建设日处理鲜奶4000吨生

产线，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阿荣

旗奶源基地规划建设规模化奶牛养殖

示范牧场13个，奶牛养殖规模将达到

12万头。

呼伦贝尔市从全产业链条发展角

度推动阿荣旗乳业从种植业结构、奶

牛养殖现代化，延伸到包装、印刷、物

流行业，再到牧业机械、饲料加工、动

物保健、生物制药等，最终将形成一个

依托生态、环境友好、多维度、立体化

的产业链集群。

最近，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宝山镇西宝山村鑫牧原牲畜养殖有限

公司的300多头生猪又要出栏了。“自

2019年一期建成以来，生猪养殖项目

在生产运营期间不断壮大规模，不

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有效带动了

周边地区畜牧业发展。”该企业负责

人张洪雨说。

依托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

和黄豆高产区的生态优势，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大力发展饲料加工与

生猪养殖、屠宰及深加工，呼伦贝尔大

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丰汇

达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已入驻投

产。产业发展激发了当地农户种植玉

米（含青贮玉米）、大豆和养殖生猪的

积极性。洪宇玉米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呼伦贝尔市圣禹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生猪标准

化养殖项目等种养殖组织和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生猪产业集群已现雏形。

“这里以前是块涝洼地，水大就把

庄稼淹了，有的村民干脆就不种了。

现在这些涝洼地都改成了水田，地价

比原来翻了一番。”阿荣旗新发朝鲜民

族乡长发村村民赵广志说。依托独特

的水资源及气候资源，阿荣旗改良耕

地，大力发展水稻种植，将原来遭“嫌

弃”的涝洼地改成了水稻田，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增加了耕地面积，改善

了生态环境。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彭旭忠说：“阿荣旗水好、

稻米更香。下一步，我们将借助独特

的生态优势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科学

管理种植，全力打造‘呼伦贝尔冰香

稻’品牌。”

呼伦贝尔大草原不仅是“诗和远

方”，在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草原

生态不断恢复的同时，呼伦贝尔市还

大力发展绿色优质乳、肉、草，发展生

态畜牧产业。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呼硕嘎查

艾伊提畜牧养殖基地，与科研机构合

作繁育的草原短尾羊已经成为这里

的新星。目前，草原短尾羊已入选国

家畜禽新品种目录，填补了我国北方

高寒地区短脂尾型绵羊品种的空白，

全市良种肉羊年供种能力达到2万只

以上。

在呼伦贝尔市几代农牧人的辛勤

繁育下，三河牛逐步适应并发展成耐

寒、耐粗饲、宜放牧、适应性强、遗传性

能稳定、产奶高、肉质好的优良畜种，

是我国首个自主培育的乳肉兼用型品

种牛。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不断提高

三河牛品质和供种能力，加强三河牛

改良繁育，逐步扩大核心群规模，三河

牛存栏量已超过8万头。

利用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近一段时间，已是花甲之年的

张秀荣为摆脱贫困创业种植黑木耳的

励志故事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张大妈的黑木耳火了。“7年前，家里

出现变故欠了很多外债，后来在政府

部门的引导下开始养殖黑木耳。我们

这地方就适合养木耳，环境好，所以木

耳也特别好吃。”张秀荣说。蒙古栎是

大兴安岭林区重要用才树种，目前林

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当地

居民用蒙古栎枝丫或锯末栽培黑木

耳。用蒙古栎栽培的食（药）用菌产量

高、品质好。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按照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定位，积极推

动扎兰屯市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大力

发展黑木耳产业。截至目前，已建成

食用菌研究所1家，长征、森宝、森通

等黑木耳生产加工龙头企业5家，研

发出黑木耳饮料、黑木耳粉等10余

种产品。

在销售上，扎兰屯市通过良好的

生态赋予产品强劲的竞争力，借助电

子商务平台，森通、森宝、张大妈等企

业及合作社实现在天猫、苏宁易购、淘

宝等20余家平台网上销售黑木耳，初

步形成了线上、线下立体销售网络，实

现了黑木耳栽培1500万袋、产值过亿

元，菌农由124户发展到216户，菌厂

由39个发展到76个，带动菌农年均

增收12,037元。

2020年首批“中欧100+100”地

理标志产品互认保护名录启动，扎兰

屯黑木耳列入名录，有效提升了呼伦

贝尔市地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加速地方特色产业转型

升级和特色产品国际化、全球化。

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新兴产业。

呼伦贝尔冬季寒冷漫长，平均气

温在-25℃左右，历史最低气温达

到-58℃。呼伦贝尔市创新发展思

路，将“冷资源”变为“热产业”。牙克

石市成立了内蒙古寒地冰雪气候研究

中心，依托亚洲太平洋地区冬季汽车测

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极冷环境

下汽车等工业品耐冷性检测检验及大

数据产业。建设陈巴尔虎旗冬季汽车

试验试驾产业园，推进依托临空产业园

发展寒冷地区飞行训练，谋划发展大

型客机耐冷性测试，探索发展新材料、

电池等工业产品耐冷性测试产业。

在旅游旺季，呼伦贝尔牧云山顶

观景木屋一房难求。近年来，呼伦贝

尔市坚持“共抓生态大保护、共推全域

大旅游”发展思路，摆脱传统“门票经

济”模式束缚，树立全域旅游思维，突

出草原文化体验游、田园休闲游，与内

蒙古森工集团强化地企协同发展推动

森林康养旅游项目建设。随着旅游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品日渐丰富，

呼伦贝尔生态游、冰雪游、森林康养

游、边境游已成为国内外旅游市场的

热销产品。

如何妥善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呼伦贝尔市在推动生

态产业化过程中找到了答案。依托生

态优势，草原短尾羊、三河牛、三河马、

水稻、玉米、大豆、黑木耳等一大批优

势农畜林产品快速发展，下游产业链

不断延伸，以生态为核心竞争力的

“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赋予当地

农畜林产品越来越高的生态附加值，

呼伦贝尔草原羊肉、牛奶、大豆、牛

肉、芥花油、黑木耳、马铃薯、蓝莓

8 个区域公用品牌效应日益明显；对

30余家企业进行品牌授权，连续两年

举办“内蒙古味道·呼伦贝尔草原羊

肉美食节”，专门搭建呼伦贝尔物产

供应链管理平台，参与企业达到150

多家，上线产品1000多种；同时，建

设集线下农牧林产品展示销售、线上

电商直播带货、物流快递发货于一体

的中俄蒙物产展示中心，进一步拓宽

品牌产品销售渠道。

2019年，“呼伦贝尔草原羊肉”荣

登中国农业品牌目录，荣获“中国农产

品百强标志性品牌”等9个奖项；2020

年，“扎兰屯黑木耳”列入首批中欧地

理标志产品互认保护名录；“呼伦贝尔

芥花油”获“中国品牌农业神农奖”；

“呼伦贝尔牛奶”入选内蒙古农牧业品

牌目录；塞尚乳业超高温灭菌稀奶油、

纯牛奶等产品成功上市，并获得良好

市场反响；农垦集团积极创新开发奶

酪产品，开发出以三河牛鲜乳生产的

独具中西特色的奶酪。

产业生态化，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让产业变绿

在产业生态化推进中，呼伦贝尔

市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标准，加快现有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大资源

消耗低、副产品可循环利用、不破坏

不损坏环境产业的引进和培育力度，

着力打造绿色农牧业、绿色矿山、绿色

制造业、绿色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生

态化。

开车行驶在矿区，一阵微风吹过，

一整片的绿草跟着点头，一株株绿树

随风摇曳。这“一整片的绿草”就是矿

山公路旁占地30公顷的绿化区。“经

过多年的绿色矿山创建，我们对露天

采场及周边层层‘设’绿，打造出一道

道植被景观，实现了矿区与草原同绿、

美丽与发展共赢的良好局面。”伊敏露

天矿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2019年伊敏露天矿引进

一套年剥离量1100万立方米的剥离

全连续系统，2020年引进电动卡车用

于剥离。这些工艺系统均采用纯电力

驱动，减少了大量燃油尾气排放和扬

尘污染。在新工艺引进和应用过程

中，伊敏露天矿主动改造、自主创新，

申报并获得了100余项专利授权，实

现了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为生态环

境建设提供了保障和动力。目前，伊

敏露天矿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植被恢复

景观，即采坑、正在排弃的排土场、已

恢复植被的排土场、乔灌草等绿化植

被带、主干道路等层层相连的景观。

恢复过程中，还将矿区内的低洼自然

地貌修复成湿地景观。

在阿荣旗，投资30亿元的齐鲁生

物制药项目一期于2020年8月投入

生产。该项目主要产品多杀霉素是一

种利用玉米、大豆制品作为主原料，通

过微生物发酵生产的大环内酯类生物

杀虫剂，产品具有广谱、高效、无耐药

性、对人和哺乳动物几乎无毒、在自然

界易降解等特性。此项技术打破了美

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市场前景广阔，

尤其是发酵生产工艺与传统农化生产

工艺不同，对环境友好，不受制于环保

压力，生产更加稳定。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公司采用先进

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末

端治理设备，提高了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减少了废弃物排放；同时，不断推

广绿色设计和绿色制造，开发生产绿

色产品，建立资源回收循环利用机制，

实现了绿色发展。

面对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求，面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富饶和谐安宁呼伦贝尔”的美好愿

景，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呼伦贝尔市正从思想认识、体制机

制、政策措施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广

泛而深刻的变革，让“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生动实践更加切合民众

的现实诉求，增进民生福祉，为内蒙古

走向高质量发展提速增色。

（本文配图由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提供)

守护守护““东北亚水塔东北亚水塔””让绿色发展走深走实让绿色发展走深走实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列报道之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列报道之一

聚焦呼伦贝尔市“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新路

写在前面：如果说内蒙古大草

原是祖国北方一顶绿色的皇冠，那

么美丽的呼伦贝尔就是镶嵌在这

顶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她集森

林、草原、湖泊、河流、湿地、沙地、黑

土地为一体，构成了中国北方较为

完整的生态系统，是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对呼伦湖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多次作出批示和指示。

“十三五”以来，呼伦贝尔市委、市政

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把认真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当地实际

情况有机结合起来，既要绿色也要

发展，确立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发展方式，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让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变

成金山银山，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让

产业变绿，让绿色产业变多，经过几

年的不断探索、不断实线，走出了一

条绿色可持续发展新路。

近日，记者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深

入到呼伦贝尔市旗县、苏木乡镇、嘎

查村，就“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发展方式进行采访，形成了七篇系列

报道，从今天起陆续刊发，敬请关注。

阿荣旗伊利项目优然牧业第一示范牧场挤奶车间32万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有16.3万平方公里在呼伦贝尔市

呼伦湖水域面积恢复至2144.9平方公里

呼伦贝尔市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7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