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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谱写内蒙古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新篇章

内蒙古2022年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绩显著

2023 年 是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深 入 落 实 自 治 区 党 委 十 一 届
四 次 全 会 、五 次 全 会 ，自 治 区“ 两
会 ”以 及 全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会 议 的 部 署 要 求 ，推 进 落 实 自 治
区 五 大 任 务 和 全 方 位 建 设“ 模 范
自治区”两件大事，始终保持加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战 略 定 力 ，牢 固
树 立 和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
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
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自然生态
环境保护监管，加快构建现代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全域生态
安全格局，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
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内蒙
古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地更净、
环境更优美，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为建设亮丽内蒙古、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奠定优良生态
环境基础。

2022 年，内蒙古生态环境系统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帮助下，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关
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相关工作安排，统筹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强化监测监管执法，积极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生态环境保
护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持续改善。

■完成钢铁和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5 家、工业炉窑治理

129台、挥发性有机物治理278项、清洁取暖改造37.5万户；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列入国家北方地区清
洁取暖城市。

★全区24个断面水质提升改善；

★制定《自治区加强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监督管理工作方
案》《重点流域国考断面水质补偿办法（试行）》；

★开展全区2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环境治理行动；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锡林郭勒盟在全国 339 个地级城市水

环境质量变化排名中分别列第 2名、第 17名和第 28名。兴安盟

哈拉哈河被评为国家首批 9 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之一。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列入国家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

●全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8%以上；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列入全国“十四五”时期
“无废城市”建设名单。

◆制定出台《自治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包头市列入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持续推进碧水保卫战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全区优良天数比例9292..99%，PM2.5平均浓度2222微克/立方

米，重污染天气比例00..11%。优良天数比例、PM2.5年均浓度两

项指标在全国分别为第1010名和第88名；
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流域121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为7676%；
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印发《内蒙古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流域内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
为7474..33%，干流9个国考断面水质全部为ⅡⅡ类。

强化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7979..77%，同比提高33..44个百分点，达到历史
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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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召开 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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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全速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

严格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压实整改
责任，按时限、按要求，高标准完成
各项整改任务。组织开展第二轮自
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3 年完
成 4 个盟、市的督察工作。继续抓
好第一轮自治区督察整改工作，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完善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工作制度，健全工作机
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督察、驻
点督察实施细则，编制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技术指南，提升督察规
范性、实效性、权威性。

切实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

全面落实《黄河保护法》《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各项任务落
地见效，扎实做好国家黄河流域警
示片问题整改。加强黄河干流优良
水体保护，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入河
排 污 口 排 查 整 治 ，流 域 内 工 业 园
区全部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并稳定
达 标 排 放 。 做 好 包 头 市 、鄂 尔 多
斯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工
作 ，确 保 黄 河 干 流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全部达到Ⅱ类。加强河套灌区农
业 面 源 动 态 监 测 和 输 入 、输 出 污
染 物 分 析 ，推 进 五 原 县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与 监 督 指 导 试 点 建 设 ，
开 展 黄 河 流 域 化 工 园 区 、化 工 项
目等地下水重点污染源隐患排查
和调查评估。持续开展黄河流域

“ 清 废 行 动 ”，在 黄 河 干 流 巴 彦 淖
尔段、包头段开展尾矿库集中区域
综合治理。加强黄河流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开展黄河流域生态状况调
查评估。开展黄河流域“一市一策”
驻点城市科技帮扶。严格黄河流域
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环境准
入，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大
力推进乌海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实施“三城区、六园区”一区
一策、分区管控、分区治理，推动区
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深化工

业污染治理，加强臭氧污染防治，开
展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排查整治

“回头看”。完成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等地清
洁取暖改造 21.2 万户。强化机动车
污染治理，完成呼和浩特市等 6 个
重点城市重型柴油货车远程在线监
控系统安装。

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加强重
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基本消除重污
染天气。推动噪声污染防治，开展
自治区声环境功能区划评估。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深化水
环境形势分析会商与预警督办工作
机制，确保完成水环境质量考核约
束性目标任务。持续推进“一湖两
海”及察汗淖尔综合治理，深化乌梁
素海农田退水专项监测，加强岱海
应急补水工程实施后水质变化趋势
跟踪监测分析，积极配合生态环境
部完成呼伦湖、岱海水生态监测评
价。开展汛期前问题隐患排查整治
与汛期加密监测，推动汛期国考断
面整体水质基本稳定。加强美丽河
湖建设，开展优秀案例征集推荐和
宣传推广。扎实推进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加强排污口监督管理，规范
排污口设置审批。开展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行动。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持续推进旗县级及以上水源地
规范化建设，加快推动乡镇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强农
用地污染源头防控，完成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任务。强化建设用地风
险管控，实施“黑白名录”制度，全面
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试点旗县建设。
助力乡村生态振兴，探索创建绿色
生产基地示范县，围绕重点流域实
施 农 村 牧 区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创 建
100 个左右生态振兴示范村。加强
地下水环境监管，推进鄂尔多斯市、
包头市国家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
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各盟市开展地
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建立地
下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加 强 固 体 废 物 和 新 污 染 物 治
理。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扎实推进呼和
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无废
城市”高质量建设。严格重点行业
企业准入，加强重金属污染物减排
分类管理。组织开展塑料污染治理
联合专项行动，严格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拆解处理审核，深化巩固禁止

“洋垃圾”入境工作。制定实施《内
蒙古自治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
案》，建立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库，开
展全区首轮化学物质基本信息调查
和首批环境风险优先评估化学物质
详细信息调查。

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
进生物多样性基础调查，建立自治区
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开展自治区生物
多样性现状评估和风险预警。完善

“一站多点”式的生态监测网络，制定
自治区生态系统质量评估标准。严
肃查处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活动。开
展“ 绿 盾 2023”自 然 保 护 地 强 化 监
督，跟进督促重点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清仓见底。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制定生态环境监督办法，推动自治区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与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管理系统衔接。大力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做好第
七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申报创建工作。

积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全面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

施方案，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实施
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控制甲烷等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做好全国碳
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配额分配，开展
碳排放报告核算、核查复查，加强发
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双随机、一公
开”日常监管。编制《内蒙古自治区
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深化呼和
浩特市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建设，支
持指导包头市建设气候投融资项目
库，在“数字陆港”、金融创新等方面
打造典型案例样板。编制温室气体
清单，开展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核算研
究。继续做好鄂尔多斯市碳排放监
测试点工作，探索推进重点行业碳监
测试点。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制定《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工作方案》，建立健全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制度，高质量完成“三
线一单”动态更新工作并与国土空间
规划相衔接。健全环境影响评价等
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强化规划环
评与项目环评联动，优化产业园区布
局。严把环境准入关，坚决遏制“两
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做好重点行
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组织开展清
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工作。推动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大力优化营商环
境，扎实推进“两优”专项行动，制定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内部审查规定》，
保障重大项目尽快落地开工。

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
管理

加强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环境监
管，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
力建设。组织开展全区危险废物规
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强化危险废物环
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核与辐

射安全监管，督促各盟市修订辐射事
故应急预案，加强包头放射性废物库
及伴生放射性矿的监管。编制完成
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内蒙古水系共
43 条河流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
响应方案，实现“一河一策一图”全覆
盖。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
编，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预案
管理全覆盖。深入开展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置突
发环境事件，守牢环境安全防线。深
入推进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
常态化治理，积极防范化解涉环保项
目“邻避”问题。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夯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制定自治区环保信用评价管理
办法，落实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加强生
态环境法治建设，推动制修订自治区
环境保护条例、辐射污染防治条例、
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制定自治区生态
环 境 地 方 标 准 流 程 和 制 定 修 订 流
程。推进低碳园区建设、工业园区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评价方法等地方标
准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和行业，做大
做全做实项目库。加强生态环境领
域科技创新，组织开展乌海及周边地
区大气污染成因与综合治理等重大
课题研究，全面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帮
扶行动，加快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初步建成内蒙古“生态之窗”
大数据服务平台，构建智慧化生态环
境监管服务体系。深化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试点，探索推进排污权市
场化交易。

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制定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管理办法、地表
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加
快推进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监
测网络建设，组织全区重点流域水生
态调查监测与评价，在呼和浩特市、
巴彦淖尔市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
试点。制定《内蒙古自治区加强社会
化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质量管理暂行
办法》，建设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
监管平台，联合开展监测、环评等第
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
项整治行动。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
管，纵深推进执法大练兵活动，继续
开展“两打”专项行动，动态更新监督
执法正面清单，加大非现场监管力
度，推行审慎包容差异化执法，强化
正向激励和指导帮扶。

讲好内蒙古生态文明故事，开展
六五环境日等主题活动，倡导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杨爱群 李俊伟

全面加强生态保护监管。绿盾“2017—2022”自然
保护地问题整改完成率9595..33%；

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
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包头
市生态环境局获得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称号。锡林
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生态环境监测站乌兰荣获中国生态文
明奖先进个人。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修复治理
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