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

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是其高质量发展的

基石和永恒的话题。近十年来，内蒙古始

终坚持逐绿而行，在“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

在“一湖两海”治理、草原生态修复和节能

减排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

时，内蒙古发力现代煤化工、新能源装备

制造、稀土、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产业，

通过科技创新改变粗放发展模式，走出了

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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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内蒙古计划

实施现代煤化工、新能源装

备制造、稀土、有色金属、生

物医药5条重点产业链项目

176个，总投资2437亿元。

其中，包括新建项目90个，

总投资 1530亿元；续建项

目86个，总投资9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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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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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凉风习习，绿草

如茵。初来这里的游客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因

煤而建、因煤电铝而兴的重工业城市。

站在南露天煤矿的坑口眺望，巨大的矿山

披上了一层厚实的绿衣，野花开满了山坡和谷

地，紧邻矿区的市民们沐浴着清爽的夏风，从

前的危机感早已转化成了满满的幸福感。

4 年前，中央环保督察组在霍林郭勒市完

成督导工作后对该市点名通报，为霍林郭勒市

拉响了生态治理的“红色警报”，这里也就此开

展了一场“党政主导、企业主责，快还旧账、不

欠新账”的大整改。

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

古的发展必须以绿色为底色和基础。保护生

态，是内蒙古的责任和担当。近十年来，内蒙

古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通过实践，

彰显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和坚定

决心。

绿水为青山而澈

十多年前，位列我国八大淡水湖的内蒙古

乌梁素海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2012 年的数

据显示，乌梁素海面积仅为 60 年前的四分之

一，更有专家预测，这一大型淡水湖可能会在

10至 20年内消失。

今年初夏，科技日报记者坐上内蒙古乌梁

素海湿地保护大队工作人员刘文斌的快艇，只

见湖面上芦苇随风摆动，天鹅振翅高飞，水鸟

鸣叫嬉戏，碧波荡漾，水天一色。

“乌梁素海正在重生，我们有理由相信，

总有一天，这里的湖水可以饮用。”刘文斌告

诉记者。

近年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累计投入资金

32 亿元，对乌梁素海陆续实施生态补水等 26

项工程，乌梁素海湖区面积稳定在 293 平方公

里。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已向乌梁素海进行生

态补水 1.8033亿立方米。

“通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乌梁素海水质

由劣Ⅴ类提高到整体Ⅴ类、局部Ⅳ类，水体由

轻度富营养状态改善为中营养状态，生物多样

性持续恢复，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旗委书记苏雅拉

图说。

2012 年，曾拥有 2339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和 144 亿立方米蓄水量的呼伦湖，湖面面积缩

减至 1759 平方公里，蓄水量下降到 40 亿立方

米。如今，呼伦湖已从休渔限产转向全面禁止

商 业 捕 捞 ，呼 伦 贝 尔 市 累 计 发 放 奖 补 资 金

15.37 亿元，将呼伦湖周边的 1268 万亩草原列

入禁牧范围、4365 万亩草原列入草畜平衡范

围，有效保护了环湖天然草原。

今年，内蒙古出台实施《“十四五”重点

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突出内蒙古黄

河、松花江、西辽河、海河、西北诸河五大重

点流域特色，以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为

核心，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

“例如黄河流域，内蒙古将以水生态环境

全面、整体性保护为目标，把水资源作为最大

的刚性约束，坚持‘四水四定’，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内蒙古生态

环境厅副厅长赵世德介绍。

绿地为蓝天而阔

作为科尔沁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

古扎鲁特旗的草原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每年

初 夏 ，当 地 牧 民 都 会 赶 着 牛 羊 进 行 转 场 ，

“ 勒 勒 车 赶着太阳游荡在天边”的美景在这

里随处可见。

要生态也要生产，在内蒙古，以科学的政

策和措施掌握好、实施好草畜牧平衡，是践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

从 2012年起，扎鲁特旗开始谋划实施生态

移民工程，全旗 11 个嘎查村 789 户、2116 人进

行搬迁，留出了总面积超过 80 万亩的无人、无

畜区域。如今，这些地区的生态得到了良性逆

转，每亩产草量从 170 斤增长到 350 斤。随之

而来的，是草原野生花卉种类的逐年增加，曾

经一度干涸的河流重现潺潺流水，马鹿、狐狸

等 10 多种兽类及蓑羽鹤、草原雕等近 20 种鸟

类重现草原。

扎鲁特旗委书记邵彦军告诉记者：“近几

年，我们聚力守绿、稳绿、增绿、强绿，抓紧抓实

生态修复和建设工程，实施百万头草原黄牛和

百万只调减羊工程以及配套的产业发展、绿色

品牌工程等，在牧民增产增收的同时，草原生

态有了极为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草原是内蒙古的名片，更是内蒙古绿色

发展的基石。内蒙古草地面积占全国草地面

积的 46%，是内蒙古耕地面积的 4 倍、林地的

2 倍。目前，内蒙古全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到 45%，年均完成种草任务 3000 万亩，切实

发挥了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

的生态服务功能；全区每年有超过 4 亿亩草

原通过禁牧得以休养生息，6.16 亿亩草原通

过草畜平衡得以合理利用，140 多万户的农牧

民从中受益。

绿能为“双碳”而兴

今年 4 月 8 日，零碳产业园——远景鄂尔

多斯零碳产业园一期项目建成投产。记者在

采访中获悉，这一基于新型电力系统、零碳数

字操作系统和绿色新工业集群三大创新支柱

打造的零碳产业园，将在 3 年后助力鄂尔多斯

市实现 3000 亿元绿色新工业产值，创造 10 万

个绿色高科技岗位，实现 1 亿吨二氧化碳年减

排目标。

“产业园内的风机、光伏、储能与智能物联

网协同形成的清洁、稳定、高效的新型电力系

统，可为生产提供 100%零碳能源供给；同时，

基于远景智能物联操作系统打造的零碳数字

操作系统，将赋予园区内产品可追踪溯源、符

合各类国际标准、经过权威机构认证的‘零碳

绿码’，无惧碳关税壁垒，通行全球。”远景科技

集团 CEO张雷向记者介绍。

作为能源大省和重要的能源工业基地，

内蒙古在担负起能源产业发展重任的同时，

必须做好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

局、整体性推进，不断破题解题，做好绿色发

展的文章。

从挖煤、卖煤、发电，到真正实现追风逐

日、绿能兴区，是内蒙古近十几年来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的重要蜕变。内蒙古自治区发

改 委 2021 年 数 据 显 示 ，当 年 全 区 能 耗 双 控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前 三 季 度 全 区 单 位 GDP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8.3%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同 比 下 降

1.2%，能耗强度和总量两项指标连续 3 个季

度保持“双绿”。

2021 年，内蒙古能源经济在全国实现“六

个第一”，除煤炭实际产能第一、电力总装机第

一、外送煤炭第一、外送电量第一、外送电能力

第一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新能源装机总量

全国第一。绿能正在成为内蒙古的新名片和

全新的发展动力之源。

从今年起，内蒙古有了新的目标：力争在 3

年后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火电。

在 2022年内蒙古能源工作会议上，内蒙古

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金豹郑重表

示：“力争年内续建和开工新能源规模超过

4000 万千瓦，新增并网新能源 2000 万千瓦左

右，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达到 40%左右，为实

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

奠定重要基础。”

绿色打底
内蒙古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2022 年，内蒙古计划实施现代煤化工、新

能源装备制造、稀土、有色金属、生物医药 5 条

重点产业链项目 176 个，总投资 2437 亿元。其

中，包括新建项目 90 个，总投资 1530 亿元；续

建项目 86 个，总投资 907 亿元。截至今年 6 月

10 日的最新数据显示，上述 5 条重点产业链项

目已开复工 136个，开复工率 77%。

这些项目大多在呼包鄂经济圈开花结

果。内蒙古发展好不好，首先要看呼包鄂经济

圈发展好不好。

2012 年，沐浴着党的十八大的春风，内蒙

古出台并实施了《呼包鄂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规

划》。从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开启了

优势互补、遥相呼应的金三角发展模式，这是

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划时代转变。

转型：源自现代化产业体系

回望过去，坐拥稀土资源，挖土卖土，坐拥

煤炭资源，挖煤卖煤，是呼包鄂地区粗放发展

的真实写照。发展需要破题，如何走出一条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呼包鄂地区用三个转变作答：推动经济发

展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粗放高

碳型向绿色低碳型转变、由分散低效型向集约

高效型转变。

在呼和浩特，总投资 135 亿元的伊利现代

智慧健康谷零碳五星示范项目启动，伊利年节

约标煤 130万吨的“绿无霸”项目落地青城。

在包头，包钢史上规模最大的转型项目——

稀土钢项目低碳绿色生产线上，日产 2 万吨的

高端板材供不应求，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

钢板材制造基地。

在鄂尔多斯，以甲醇、氯化氢、金属硅等为

原料，年产 12万吨的高性能有机硅聚合物低碳

项目成功试产，鄂尔多斯煤化工再次迈出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

这只是呼包鄂经济圈近十年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2010

年，呼包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为 6801.9 亿元，

2015 年增至 11098.5 亿元，占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的 61.5%。“十二五”期间，呼包鄂地区生

产总值在全区 12个盟市中始终稳居前三席，呼

和浩特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量近 250 亿元，包头

市近 300亿元，鄂尔多斯市近 320亿元。

进入“十四五”，呼包鄂经济圈进一步凝聚经济

总量优势、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后劲优势，

形成合力，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快车道，品字

形的火车头效应为全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唱主角

在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金宇生

物的工程师们夜以继日进行着研发。

金宇生物董事长张翀宇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从一个小制药厂，成长为国内兽用疫苗的

领跑者，我们依靠的就是科技创新。近十年是

金宇生物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我们已经拥有

了国内唯一的兽用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拥有

49项国家发明专利。”

在包头英思特稀磁新材料公司（以下简称

英思特稀磁）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一批批磁

组件器件和单磁体器件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

来。经过自动化识别分类，产品被发往全国各

地，应用于电脑、手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英思特稀磁目前是华为、联想、微软等知

名企业的主要供应商，也是自治区磁组件器件

领域生产规模最大、产销量第一的企业，能够

转化包头地区 20%的稀土永磁材料。”英思特

稀磁负责人介绍。

目前，像英思特稀磁这样的稀土企业已经

在包头集聚成势，141家稀土企业形成了“稀土

原矿开采—选矿—冶炼—分离—功能材料—

终端应用”完整的产业链和从采冶、加工到应

用、研发、贸易的较为完整产业体系，并实现了

永磁、储氢、抛光、合金、催化等稀土功能材料

全覆盖。

从“挖煤卖煤”到“风光氢储车”，鄂尔多斯

牢牢把握转型中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全力

打造工业经济升级版。

走进鄂尔多斯市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

业园的隆基绿能电池工厂项目现场，记者看到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之景。这里即将建起一

条包含单晶硅棒、光伏电池、光伏组件生产在

内的全产业链条。

聚集了内蒙古二分之一以上的工业固定

资产、三分之二的人才、三分之一以上的财政

税收，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的创新发展是

内蒙古创新求“变”的生动写照，在追“新”路

上，呼包鄂经济圈将越走越强，未来可期。

呼包鄂经济圈：三大转变开启跨越式追“新”路

“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如果说有什么

产业能让全国的精英汇聚于此并为之终身

奋斗，稀土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包头稀土研

究院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刘玉宝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十多年前，刘玉宝来到包头稀土研究院

学习，在他看来，过去十年绝对算得上是一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时我的导师张先恒找我谈话，他说，

包头的稀土产业大有可为，你到那儿可以干

一番事业！我就满怀信心地来了。”刘玉宝

说道。

“要想在先、做在前，默默坚守。”在刘玉

宝眼里，2009 年，包头稀土产业科技创新还

只能算一个沉睡中的“巨人”，前人留下了许

多科研课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刚开始我进包头稀土研究院，先从前

辈的科研论文中寻找轻稀土的突破方向。

那时候，每天早晨我们的伙食是一碗粥，两

三块盐水泡过的萝卜，因为我们想把省下来

的时间用来做科研。”他回忆。

作为稀土钢先驱，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包钢集团就开始尝试相关研究。随着稀土

金属分离、提纯技术的不断进步，加之国家

对先进材料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以包钢集

团为代表的企业、科研单位又掀起了一波新

的稀土钢研究热潮。

在此背景下，刘玉宝找到了将心中理想

变为现实的途径。他开始研究如何在钢中

加入稀土，在新材料制备技术研发方面蓄力

前行。

根据稀土元素化学性质活泼，易与氧、

硫、氮等元素作用的特点，综合考虑加入过

程的各个因素，刘玉宝不断尝试，最终开发

了适合稀土钢工业生产用的稀土铁合金产

品及其制备技术。

“2017 年 12 月 1 日，是我们研发成功的

日子。”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照进实验室和

中试车间，同伴们胜利的欢呼声让刘玉宝印

象深刻。

实验室里的坚守、多少个深夜的煎熬……

往事如电影画面般一帧帧回放。

“执着、奋斗的精神没有变，不能变。”刘

玉宝说。

独行快，众行远。作为包头稀土研究院

金属材料研究所负责人，刘玉宝积极投身到

中试生产现场，带领团队成员通过技术创新、工艺优化以及调整原材料等方式降低

制造成本。高纯稀土金属镱中试生产过程中通过加大装料量、优化工艺、废金属回

收等手段，使生产每公斤金属的耗电量降低 1—2度。

稀土之梦，问天之路。虽然刘玉宝和同事们研制的只是航天器许许多多部件

中的一个，但是从冶炼、制粉到烧结再到最后的压制成型，温度系数的提高、精确度

的实现……所有这些指标的背后都是一次次艰辛的努力和探索，都凝结着匠人精

神。在刘玉宝眼中，个人成长的十几年，也是包头稀土行业壮大的十几年。

乘着科技创新的东风，包头稀土研究院金属材料研究所一路高歌猛进，先后完

成了 2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涉及有价资源综合利用、稀土熔盐电解、稀土合

金制备、高纯稀土金属制备等研究领域。

刘玉宝坚信，从民用产品到汽车装备，从船舶到航空航天，从信息化到智能化，

包头稀土人将引领着中国稀土材料产业不断前行，用他们的智慧、心血与努力，助

推中国稀土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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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宝在研究室进行数据采集 受访者供图

①随着气温升高，乌梁
素海湿地呈现“飞鸟翔集、千
鸣百啭”的景象。

新华社记者 刘磊摄

②工作人员在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示范
项目区里巡查。

新华社发（王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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