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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蒙古独特地理位置和生态地位,肩负着构建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历史重任。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深入,“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生态保护项目以及相关政策的深入实施,内蒙古在高质量发展探

索中展现出新的发展与进步。本文聚焦内蒙古在“三北精神”引领下,通过科学规划与管理,不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从而有效构筑北疆绿色屏障,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实践进行详细论述,进一步发掘内蒙古继续发扬“三北精神”,不断开拓创新,为建设美丽中

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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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er Mongolia has a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ecological position, and shoulder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an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northern Xinjia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North" shelterbelt system 

project, ecological protection projects and related policies, Inner Mongolia has shown new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the explor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ner Mongolia in the "three 

north spirit" led, through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process of law, thus 

effectively construct green barrier of northern Xinjiang, deepen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discussed in detail, further explore Inner Mongolia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three north spirit", constantly blaze new trai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to make new greater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Spirit of three north"; green barrier;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system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内蒙古作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

保护和建设实践不仅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具有深远影响。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内蒙古在发

展与保护的平衡中不断前行,弘扬“三北精神”,并在此基础上

构筑北疆的绿色屏障,内蒙古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

在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彰显重要

作用。 

1 “三北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简称“三北”工程)是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第一个世界著名生态工程,是中国针

对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三大区域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

重状况,于1978年由国务院批准启动的大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

程。[1]“三北精神”是内蒙古人民与自然灾害长期斗争的真实

写照,体现内蒙古人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意志和对高质量

发展的不懈追求。“三北精神”包含埋头苦干、无私奉献、锲而

不舍、久久为功等核心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得到传承与发展。

通过顶层设计和体制改革,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

和治理体系进程中,这一精神被不断传承与弘扬,作为深植于内

蒙古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化基因,推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进入新时代,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

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2]“三北精神”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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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新的时代内涵,即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以

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内蒙古的绿色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同时,通过不断深化的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三北精神”在内蒙古的建设实践与成就体现在生态环境

改善、生态安全体系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从生

态环境改善的角度来看,通过持续的植树造林和防沙治沙措施,

内蒙古的森林覆盖率显著提高；从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角度看,

内蒙古“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实现了以森林植被为主体、

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的建立。从生态环境改善、生态

安全体系构建的角度看内蒙古的,“三北精神”在内蒙古的建设

实践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提供重要实践基础

和经验支持。“三北精神”不仅体现在具体生态建设工程上,更

体现在内蒙古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

整个区域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实践全过程。随着进一步的加强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生态

状况将步入良性循环,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内蒙古不断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内蒙古乃

至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生态保障。 

“三北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体现在内蒙古各族人

民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责任感和不懈努力和不断适应新时

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要求和新挑战上。始终把生态保护建设摆

在压倒性位置,全地域全方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领域全过程

推动绿色发展转型,精心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协同推进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人工种草、防沙治沙等重点任务。[3]面对

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不断创新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不仅坚持其原有的坚韧不拔和不懈努力的精神特质,

而且结合时代要求不断提升科学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可持续

性；既体现了对传统精神的继承,又展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

新实践。这种精神已经成为推动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未来,内蒙古将继续在

“三北精神”的指引下,为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地球家

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构筑北疆绿色屏障的实践与成效 

内蒙古作为三北核心区域,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关系到国

家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的重要指示要求。[4]不仅

是一项生态工程,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关系到区域生

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三北精

神”指引下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生态基础。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层面。内蒙古地区面临的生态环

境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草原退化、森林覆盖率下降、沙漠化加剧

等。内蒙古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行动。生

态保护与修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提供

制度保障；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管理,有效保护生态敏感

区域和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推进生态修复工程,积极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

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荒漠化和沙化

面积,改善草原生态状况；提升草原管理与修复水平,促进草原

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状况的改善；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规划

的制定与实施,确保生态修复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与矿山生态修复,促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增强全民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到生

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实践中,形成全民共治的良好局面。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层面。内蒙古实施一系列的生态建

设工程和政策措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新的生态修

复阶段的开启,通过对自然林区的保护与管理,有效地控制森林

资源过度开发,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蓝

天保卫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在工业污

染治理方面,有效减少工业源污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在清洁

能源推广方面,部分城市成功列入国家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改造

城市,这有助于减少化石能源的燃烧,降低空气污染；交通领域

改善方面,建立重型柴油货车远程在线监控平台,提高了车辆排

放的监控力度,减少尾气排放。通过退牧还草等项目,草原退化

和沙漠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系统整体稳定性得到增强。通

过增加水体生态空间、改善水质和减少水体污染物排放,为保护

长江、黄河等重要水系的上游生态安全作出贡献。通过推进河

(湖)长制的实施,加强对水环境系统治理,为水环境质量的持续

改善提供了制度保障。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层面。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

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为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内蒙古在

草原保护与恢复、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湿地保护与恢复、矿

山生态修复等领域,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科技支撑和

创新驱动、加强跨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合作、实施严格监管和监

测体系,从而有效地提升内蒙古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性,促进地

区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加强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与自然公园、实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科学研究、增强公

众参与意识；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管理,定期对生态保护

红线进行动态调整和更新。 

综上所述,内蒙古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三个方面的工作是全面

而深入的。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其他地

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未来,内蒙古还需持续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不断提高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水平。立足

资源禀赋、体现优势特色,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在调整经

济结构上找出路。[5]为构建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3 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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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作为国家的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环境保

护实践活动不仅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

国家的生态安全和边疆稳定具有深远影响。建设现代化内蒙古,

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在

内蒙古的具体实践与根本要求。[6]内蒙古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理念更新、法律建设、公

众教育、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多方面入手,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 

首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理念的现代化转变。一是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强化生态保护的法律框架,确保生

态环境的保护措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实施生态保护和

修复工程,强化生态治理的同时有效保护和提升草原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是推进绿色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鼓

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未来产业,打造区域特色

品牌[7]；四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鼓励和引导公众参

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五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激励

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其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创新。一是从传统的发展观念中

跳脱出来,转向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社会、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三是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四是内蒙古

还应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风险

共担；五是内蒙古应注重公众参与和意识提升,提高公众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良好氛围。 

最后,创新与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一是完善生态环境治

理法律法规体系,继续完善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和政策措施,确保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执行力；二是加强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根据本地区自然条件和资

源禀赋科学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路径和重点任务,制定中

长期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三是推进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明

确化和具体化,强化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定力,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8]；四是创新生

态环境治理的机制和手段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建立健全

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提高生态环境监管的精准性和实时性。 

综上所述,内蒙古在构筑北疆绿色屏障和深化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要继续发扬“三北精神”,还

要结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不断探索和实践符合本地区特点的

生态环境保护新路径。通过不断努力和创新,继续为国家生态安

全作出重要贡献,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展现新的更大作为。 

4 结语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以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为指引,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通过实施一

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积极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内蒙古

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建

设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内蒙古正面临

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

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

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因此,内蒙古需要在继承“三北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当前的发展需求,不断创新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策略和

措施,以实现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内蒙古地区是我

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既是资源能源富集区,

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9]作为国家北疆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应继续强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的双赢,通过实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公众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形成全民共治的良好局面。在构建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过

程中,应综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通过政

策引导、法律保障、产业升级、生态修复和激励机制等多方面

的措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实践,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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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弘扬三北精神 构筑北疆绿色屏障 深化内蒙古人和自

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实践”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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