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第2卷�第11期·地质研究与环境保护

3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史芮嘉 黄海平
鄂尔多斯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内蒙古 017200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意义，对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包括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方面，并提出了一些能够促进内蒙

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以期为实现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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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蒙古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资源核

心区，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然而，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内蒙古黄河流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

保护压力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如何加强跨地区合作和协

调，促进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意义

在中国的北部，奔流不息的黄河如一条巨龙，蜿蜒

曲折，在内蒙古自治区留下了壮美的“几字弯”。黄

河内蒙古段全长843.5公里，约占黄河总长度的六分之
一。这片广袤的区域不仅滋养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

承载着内蒙古人民对于生态保护的重任。内蒙古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任务，其意义深远且影

响广泛。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要包括保护其生态

环境、改善水质、恢复退化区域、防止水土流失、维持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

一，内蒙古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走廊，其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健康直接影响到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

生态平衡。通过生态保护，可以维护和恢复内蒙古黄河

流域的生态系统，保护各种生物的栖息地，防止物种灭

绝，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内蒙古黄河流

域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之一，其水资源对于沿岸城市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生态

保护，可以保护内蒙古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不被污染，保

障沿岸城市和农村的水资源安全，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提供基础保障。第三，内蒙古黄河流域拥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农

产品等，以及众多的旅游景点和文化遗址。通过生态保

护，可以保护这些资源不被破坏，同时也可以促进内蒙

古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和绿

色产业，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

活水平。

2 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
内蒙古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人均水资源量不到全

区平均水平的40%，供水矛盾突出成为制约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这导致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的加剧，也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内蒙古黄

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十分严重。内蒙古黄河流域的

降水量相对较少，而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得水资

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内蒙古黄河流域的水

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成本高，加上水资源管理和保护

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内蒙古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

题日益严重[1]。另一方面，即使在如此缺水的情况下，内

蒙古黄河流域仍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在农业方面，

由于缺乏节水意识和技术，大部分地区仍然采用传统的

灌溉方式，导致水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在城市方

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和节约措施，浪费现象

也十分普遍。例如，有些城市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没

有充分考虑到水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导致水资源的

大量浪费。

2.2  生态退化严重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

主要是由于过度放牧、开垦荒地、采矿等人类活动导致

的。这些活动对植被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了水土流

失和土地沙化等问题，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也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首先，过度放牧是内蒙古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度的放

牧，草原植被被过度消耗，土地被暴露出来，容易受到

风蚀和水蚀的影响，导致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这些

问题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产

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2]。其次，开垦荒地也是内蒙

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开垦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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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大量的植被被破坏，土地失去了保护层，容

易受到风蚀和水蚀的影响。同时，开垦荒地也会导致地

下水位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土地沙化和干旱的问题。此

外，采矿也是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

之一。采矿活动会导致山体滑坡、地面塌陷等问题，不

仅破坏了当地的植被和土地，也给当地居民的安全带来

了很大的威胁。

3 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措施

3.1  加强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措施，首先

要从水资源的管理和节约用水方面入手。内蒙古黄河流

域作为我国重要的水源地和农业、工业、城市发展的重

要支撑，其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当

前的形势下，制定严格的取水许可制度，并控制流域内

各地区的取水量，是保证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

第一，制定并完善水资源管理的法规政策是实现科学、

合理、高效利用水资源的基础。内蒙古全面实施河湖长

制，采取“一河一策”的治理策略，对黄河的支流和湖

泊进行精细化管理。通过划定503条河流和67个湖泊的管
理范围，明确各河湖的管理责任，实现了内蒙古黄河流

域河湖管护责任的全覆盖。第二，加强对水资源开发利

用全过程的监管力度是保证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关键。这

包括对取水许可、用水计量、水质监测等环节的监管。

对于违规取水、浪费水资源等行为，应依法严惩，并及

时纠正和制止。通过强化监管力度，确保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第三，提高公众对水资源的认识

和珍惜意识是实现节约用水的重要一步[3]。政府应通过开

展宣传活动、发布公益广告等方式，普及节约用水的知

识和方法。这可以增强公众的节水意识，引导人们养成

节约用水的习惯。同时，学校和社区也应该开展相关的

教育活动，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第四，鼓励和支持企

业、科研机构研发和推广节水技术是促进节约用水的有

效途径，这包括节水灌溉、雨水收集利用等先进技术。

例如，为了打好内蒙古黄河流域的节水控水攻坚战，内

蒙古全面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推动用水方式从粗放

向节约集约转变。目前，内蒙古黄河流域县域节水型社

会建成率已达到79%。这一成就展示了内蒙古在节水和水
资源管理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成果。

3.2  加快构建创新驱动机制
（1）内蒙古黄河流域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

用，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

投入力度，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开展水资源

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同时，

要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

实际生产力，推动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2）构建创新驱动机制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
伍。因此，内蒙古应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吸引更多的

高层次人才来到内蒙古黄河流域工作和创新。同时，要

加强对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

创新能力。通过建立人才库和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人才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3）优化创新环境是构建创新驱动机制的
重要保障，内蒙古黄河流域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同

时，要优化政策环境，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和资金

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科技创新。此外，还要

加强文化创新，培育创新文化，鼓励人们勇于创新、敢

于尝试，为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的文化支撑[4]。（4）市场引导是推动内蒙古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调节企

业和个人的行为。例如，可以建立水资源交易市场，通

过市场化的手段调节水资源分配，促进节约用水和生态

保护。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市场

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3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内蒙古黄河流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也

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优势区和先行区。因

此，推动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治理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

础。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和治理，这包括加强

水土保持、湿地保护、荒漠化治理等方面的工作，保护

好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例如，2019年以来，内
蒙古累计向流域内的乌梁素海、岱海、泊江海等重点湖

泊补水27.86亿立方米，有力促进了重要湖泊和区域生态
改善。并且，内蒙古自2022年以来，完成3061个入河排
污口溯源排查，沿黄3公里范围内350个村全部完成生活
污水治理。经过治理，内蒙古黄河流域35个地表水断面
水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其次，绿色产业是实现内蒙古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传统产业的发

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和

新兴产业发展。例如，可以发展生态农业、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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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等产业，促进经济结构向绿色、低碳、循环方

向转型。并且，还可以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

产业，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通过绿色产业的

发展，可以实现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经济转型和升级，促

进高质量发展。最后，能源结构是影响内蒙古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减少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化能源结构，推进

清洁能源发展。

3.4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以传统的

高能耗、高污染模式为主，这种模式虽然在经济上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随

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内蒙古黄

河流域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第一，内蒙古黄河流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

煤炭、稀土、农牧业等，这些资源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也带来了粗放型发展的挑战。长

期以来，内蒙古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开

采和初级产品加工，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充分利用内蒙古的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5]。例如，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通过实施大黑河综合整治工程，提升河

道空间活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为市民提供休闲游玩

的好去处。第二，内蒙古黄河流域需要推动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以资源开发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向以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同时，需要换动能，即从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

发展的方式向依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

方式转变。第三，内蒙古黄河流域需要构建符合大保护

战略定位的现代经济体系，即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推动经济发展。具体而言，需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治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文化旅游等新兴产

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需要

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和

人才支撑。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研究可以看到，加强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

加快构建创新驱动机制、加强跨地区合作和协调等方

面的工作是实现内蒙古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

时，政策引导和支持、加强公众参与和教育等方面的工

作也是不可或缺的。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提出更加

科学、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为实现内蒙古黄河流域可持

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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