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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辽阔、山林纵横、河流浩荡、湖泊静谧、沙

漠雄浑……赤峰，一座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物种丰

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一个在东北、华

北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大自然缩影。

“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

是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重大使命，也是内蒙古必须

担负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必须始终铭记于心的“国

之大者”。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中，赤峰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引领下，400 多万赤峰儿女牢记嘱托、坚定

使命，以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树立大局观、

长远观、整体观，在澄风沙、复林草、护山河中算大

账、算长远账，切实保护好 9 万平方公里的一草一

木、一山一水。

一片未曾污染的山水草原，一处绿色纯净的心

灵故乡，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每年六月，

阿鲁科尔沁草原都会举行史诗般的游牧迁徙。这

里依然保留着全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游牧生产生活

方式，牧民们根据季节变化、雨水丰歉和草场长势，

决定一年四季的游牧迁徙，牧民、家畜与草原之间

形成了一个独特而稳定的生态联盟，维系着草原的

生生不息。2022 年 5 月，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

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蒙古族特

色的草原游牧系统。

见微知著，没有生态良好的阿鲁科尔沁，就没

有生态良好的赤峰。

元宝山区煤化工企业通过污染治理推动转型

升级；克什克腾旗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把生态价

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红山区借力新兴产业构建绿色

制造体系；林西县通过重点民生水利工程改善水生

态环境；翁牛特旗将治理与开发相结合，计划在“十

四五”期间，完成林业草原项目治理 389 万亩；众多

乡村实现从“卖资源”到“卖风景”的美丽蝶变……

保护生态、绿色发展是人心所向，全市上下正以实

际行动展现担当作为，承担起维护生态安全的绿色

使命，全力打造“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生态赤峰。

一幅气势恢宏的绿水青山“大写意”画卷正徐徐铺展，笃

定前行的路上，赤峰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2 月 26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赤峰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

战略，编制实施好市旗两级国土空间规划，推行产业开发负面

清单制度，对建设用地、能耗指标、水资源实行差别化管理、分

类监测、动态调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以生态功

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突出抓好西辽河

上游水生态治理、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系统治理等重

点项目，加大绿化造林、封育禁牧、草畜平衡、退化林分改造力

度，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狠抓重点区域污

染防治，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务，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环境准入有效管控，防范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落实《赤峰市地下水保护条例》，以水定产、以水定城，

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探索水权

转换和水权交易工作，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滚石上山，踏石留印。随着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的重大

部署和务实举措陆续落地，巨变的种子已深深扎根，赤峰大地

绿意涌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挺牢固。

加强草原、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严格落

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完成草原生态补奖

禁牧面积 2756.89 万亩、草畜平衡面积 2403.90 万

亩落图工作；对退化沙化草地进行综合治理，完成

草原生态建设任务 345.81 万亩；挖掘现有林地造

林潜力，精准落实绿化空间，完成国土绿化 45.59
万亩。因地制宜营造混交林，完成森林质量提升

88 万亩。

强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大力发

展雨养林草业，完成防沙治沙 120.7 万亩；实施小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完成治理面积 13.65 万亩；分

解下达地区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任务指标，完

成综合治理面积 332.31 万亩。

加强河湖、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

进西辽河流域水量调度和量水而行治理工作，实

现西辽河下泄水量 3.35 亿立方米；争取了中央林

业湿地修复保护资金 600 万元，其中巴林左旗乌

力吉沐沦河国家湿地公园 400 万元、达里诺尔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 万元；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常态化监测工作，我市未发生野生动物疫病疫

情。

守绿不怠，赤峰描绘绿的底色

严格水资源管理，加快水网规划建设。全方位

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完成 52 个单元格的分水到

村工作；加快东台子水库工程建设，工程量已完成

80%，累计完成投资 19.8 亿元；推动 LXB 供水内蒙

古支线工程赤峰线项目建设，目前，地质探查试验

洞和探查管线工程已开工建设，管道安装以及临时

施工用房安装同步进行。

深 化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规 范 矿 山 开 发 利 用 治

理。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1.8 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1.41 万亩，完成增减挂钩项目建设任务 7818 亩，开

展补充耕地储备库规模总面积 4.1 万亩，均已超额

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目标；鼓励元宝山露天矿进

行保水采煤，新建截水帷幕工程 2.2 公里；开展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完成恢复治理面积 4.5 平方

公里，完成无责任主体矿山治理面积 3.84 平方公

里。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实施重点企业工业技改项目 122 个，总投资约 100
亿元，预计节能 30 万吨标煤左右、节水 100 万吨以

上；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

609.9 万千瓦，占比达 52.1%。重点推进 16 个矿业

权整合区，今年计划完成 6 个矿区整合工作；强化

重化工企业循环化改造，实施 35 个固废、废气、余

压余热利用项目。

向绿而生，赤峰展现绿色作为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推进

工业企业技改升级，九联煤化工、远联钢铁、赤峰热

电厂技术改造工程已全部完成。推动 2 家企业完

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9 家企业完成泄漏检测

和修复。持续推动入河排污口整治，累计封堵入河

排污口 107 个，完成雨污分流改造 30 个，铅封污水

处理厂溢流口 18 个。争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资金 2735万元，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9%以

上。实施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完成专业化统防统治

防控面积 895.3 万亩，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面积

650.6 万亩。落实加厚地膜推广 9.02 万亩，全生物

可降解地膜推广 0.58万亩，实现废旧地膜回收率达

82.3%。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 4.58 万亩，

其中安全利用类 3.58 万亩，严格管控类 0.99 万亩。

因地制宜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 86%。

提高生态系统碳汇和支撑服务能力。推进南

部重点森林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和右旗、克旗

草原极高火险区建设项目，目前综合治理项目正

在招投标，建设项目已下达投资计划。加强全市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

243.93 万亩，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达 0.07‰。开

展赤峰市全空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绿色碳中

和评估，完成了克旗、敖汉旗林业碳汇量测算工

作。

完 善 政 策 体 系，强 化 科 技 支 撑，拓 宽 转 化 途

径。研究制定《赤峰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目前方案

正在进行修改。实施创新平台载体质量提升行动，

新增生态环境领域市级重点实验室 1 家。推动生

态环境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及科技成果转化，获批自

治区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17 项，资金 1259.5 万元。

加快推进《赤峰市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编制工作，建立林草产业基地。

逐绿前行，赤峰走上绿色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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