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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内 蒙 古 优 化 能 源 化 工 产 业 布 局 ， 提 高 资 源 综 合 利

用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非煤产业、非资源型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推进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

展，推进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内蒙

古黄河流域在特色产业的发展上呈现出强劲势头，特别

是在夯实绿色农牧业、生态旅游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等传

统生态保护型产业的同时，拓展产业领域，依托黄河湿

地、准格尔大峡谷、长城遗址等自然文化遗存，开发历

史 文 化 、 民 族 文 化 、 红 色 文 化 资 源 ， 建 设 黄 河 “ 几 字

弯 ” 旅 游 线 路 ， 打 造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黄 河 文 化 旅 游

带。流域内积极发展生态友好的农业模式，如有机农业

和循环农业，推动了农产品的品牌化和高附加值化。

此 外 ， 科 技 创 新 在 内 蒙 古 沿 黄 地 区 产 业 发 展 中 发

挥了重要作用。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

新型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

服务业等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的丰

富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如无人机在农田监测和喷洒

农药中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和精准，农作物

的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推动

农牧业的信息化发展，实现了资源的精准配置和智能管

理，提高了产业的整体效率。

（四）社会民生领域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在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的进程中，生态保

护最终要使当地农牧民富裕，给予农牧民高品质的生活

环境、经济活动空间，这一理念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组织

的共识。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项目与流域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类工程融为一体，发现各地在多元项

目中具有带动能力的社会主体，整合多渠道资金、撬动

社会资金，从细微但有效益的生态与生产双赢的视角，

介入流域生态保护。就此，内蒙古黄河流域各地探索了

诸多保护模式，如在流域内推进节水绿色规模化农业生

产项目，既减少水资源浪费，也改善了入河水质；如建

设黄河最北极农牧业综合文化区，打造集现代农牧业生

产、黄河流域民俗、自然景观生态旅游产业；如在绿化

荒山过程中，引入社会力量营造森林景观、经济林基地

等等，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为农牧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推动了乡村振兴、集体经济有效开展。同时，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

了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一）生态保护与修复压力仍存

内 蒙 古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系 统 面 临 着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带

来的多重威胁，尤其是极端天气事件对水资源管理和生

态稳定性的直接影响。研究显示，气温上升和降水模式

的变化已导致该地区干旱和沙尘暴的频率与强度显著增

加。这种状况会加剧水资源短缺，造成土壤沙化和土壤

质量下降，从而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此 外 ， 生 物 多 样 性 也 受 到 栖 息 地 破 坏 、 外 来 物 种

入侵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生态服务能力显著

下降。这一变化不仅削弱了生态系统的功能，还对区域

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农业生产力下降和生态旅

游潜力流失。恶化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制约了内蒙古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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