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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

（一）构建节水型产业体系

水资源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构建节水

型产业体系是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需坚持量水而行和节水优先

的理念，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实的措施，促进用水效益的

提 升 与 用 水 结 构 的 优 化 。 为 此 ， 加 快 构 建 现 代 水 网 体

系，包括强化“主动脉”与畅通“微循环”，全力打造

高质量供水网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一是补短板，形成与水资源承

载能力相协调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农业方面，深入推广

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并适度减少高耗水农

业的种植规模，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在工业方面，全面

落实国家对于高耗水行业的准入负面清单和淘汰目录，

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提高工业用水效益。进一步

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大对水资源分配、使用和

保护的监管力度，严查超量取水、污染水源等行为，确

保水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为“六新六特六优”

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保障。二是建体系，完善

水 资 源 安 全 保 障 。 通 过 统 筹 水 资 源 配 置 、 生 态 保 护 修

复、应急用水等项目，构建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空间均

衡的现代水网体系，优化蓄水、输水和供水设施布局，采

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对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监控，提高

设施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性。同时，推广和建设雨水收集

系统，鼓励城镇和农村利用雨水进行灌溉和非饮用水用

途，减轻现有水资源的压力，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二）持续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

推 进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一 体 化 保 护 和 系 统 治 理 ， 提

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应继续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

决守住生态文明红线，通过“一河三山”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项目、天然林保护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

项目，推动宁夏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补齐生态短板。一

是加强“一河三山”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的实施。通

过系统性治理和综合管理，统筹土地、森林、水域等资

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重点关注黄河流域的治理，提升

水质，恢复湿地生态功能，保障水源安全。二是进一步

落实天然林保护项目。严格禁止滥伐行为，实施林地复

绿工程，确保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同时，鼓励开展植

树 造 林 、 生 态 恢 复 等 活 动 ， 增 强 生 态 系 统 的 自 然 恢 复

能力。三是加大对生态修复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生态

工程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运用生态工程技术手段改善和

恢复受损生态环境，例如通过生物修复技术和土壤改良

技术等，提升生态质效。四是加强生态监测与评估体系

建设，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数据平台，实时掌握生态保

护和修复的动态情况，以科学数据为依据，调整和优化

生态管理措施，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在政策层

面，进一步强化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确保生态红

线不可逾越，形成政府管理、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良

性生态保护治理格局。

（三）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机制

开 创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局 面 ， 宁

夏应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机制，以促

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在政策层面强化顶

层设计，制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联动发展战略，

将生态环保作为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

说，可以通过建立区域生态红线制度，明确保护优先区

和开发区，确保在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

承 载 力 ， 以 减 少 经 济 活 动 对 生 态 系 统 的 负 面 影 响 。 其

次，加大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政府应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强在清洁生产、废

物循环利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研发，特别是在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产业转型中，引导其采用低

碳、环保的生产方式，提升产业整体的绿色发展水平。

同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活动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与评估，以便及时修正和

优化发展方向，确保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相辅相成。第

三，加强生态经济的市场化机制建设，探索生态补偿机

制和绿色金融工具的有效运用。可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 制 度 ， 鼓 励 企 业 在 生 产 中 自 觉 承 担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责

任，并通过支付生态服务费等形式，推动各行业在经济

发展中自觉维护生态环境。此外，加快绿色信贷、绿色

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推广，通过市场资金的引导，支持绿

色项目和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最

后，应增强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意识，鼓励广大市民和

社会组织参与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进程。通过建立生

态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提高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重

要性的认识，并定期开展生态教育及宣传活动，使全社

会共同营造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同时，推

动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协作，形成政府推动、企业

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

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的有机融合，迈

向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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