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城区空气优良天数305天，优良率83.6%，创有记录以来最好水平；黄河乌海段水质连续5年保持Ⅱ类，一季度国考断面水环境质量改善在全国列第
11名；水土保持工作连续3年位列全区优秀等次，完成矿区集中连片治理11平方公里……近年来，乌海市聚焦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
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坚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抓好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要指示要求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深入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3年行动，聚焦“七治”全面发力，全市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生态乌海交出了一份合格绿色答卷。

□郝飚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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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

智慧管控精准治污 全力推进环保督察整改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乌海市以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为牵引，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标
准保护，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在美丽乌海建
设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任，针对2022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乌海及周边
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考核评估有关情况的报告》指出
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不显著等问题，乌海市把整改作为
当前一项重大工作任务、重大发展问题、重大民生工程，
自2022年5月以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聚焦抓
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召开相关会议24次，实地督导调研
21次，以坚强有力的领导推进整改。同时，出台制定《乌
海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七治”工作标准》，进一步细化规
范“治矿、治企、治水、治车、治路、治气、治场”标准，推动
各项治理目标精准落实到位。

坚持动真碰硬攻坚，以专项整改和督察整改为抓
手，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联动，啃下一批“硬骨
头”，用实际行动和整改成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上合
格答卷。通过严肃执纪问责,推动工作落实到位、人
员责任到位、问题整改到位,把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作
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严肃查处环保领域不作为、慢
作为现象；通过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将环保
问题整改纳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实绩考核
内容，强化结果运用，督促各级各部门严格履行生态
环保责任。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报告工作机制，对
重点问题盯办落实、跟踪问效，推动问题整改到位。

截至目前，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及2018年“回头看”
涉及乌海市的 32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2022年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涉及乌海的20个问
题已完成整改5个，交办的3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已
办结34件，核查生态环境问题线索26件，给予党纪处
分、组织措施处理56人。

同时，乌海市认真剖析问题症结，以巩固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持续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上下功夫，推
动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
破。在《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条例基础上，新颁
布实施《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条例》《乌海市工业
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法治保障；聚焦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高、扬尘污染等突出问题，组织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十大专项行动，深化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理，开展露
天煤矿火点和生产作业扬尘治理百日攻坚，极大改善
了园区生态环境；率先建成自治区首个大气污染精细
化监管系统，实现对区域内扬尘污染、异常排污行为的
全面感知、精准定位、实时告警、快速管控，生态环境监
管能力和治理效果进一步提升。

2022年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标率提
升至83.68%，创有记录以来最好水平；PM10年均浓度
为79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53%，降到了历史新低；
臭氧年均浓度为14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3%，改善
幅度居各盟市首位。铁腕治污为乌海市赢来了更多的
蓝天，“乌海蓝”逐渐成为常态和城市发展的亮丽名片。

仲夏时节，行走在黄河乌海段的景观步道上，芦苇
摇曳、鸟鸣不绝、蝉声绕耳、草香扑鼻，河道间的滩涂上
成群的白鹭、野鸭浮游在宽阔清净的水面上，一会儿水
中冲浪，一会儿掠过水面迁飞游弋。

“乌海成了候鸟的天堂，这些鸟儿能成群结队地到
咱们这里，就说明咱们的生态环境改善了，人鸟相宜，和
谐美好。”正在黄河岸畔骑行的市民李三岭说，“这些天
我每天都会在湖边骑行，呼吸着新鲜空气，听着鸟儿的
叫声，心情特别愉悦，真是一种享受。”

节节攀升的绿色福利背后映照出乌海人对“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的坚持，更见证了乌海市不折不扣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

乌海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地区生态环境直
接关系着黄河流域生态安全。近年来，乌海市坚决扛起
黄河入蒙首站首责，深入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水污染、水安全“五水共治”，因地制宜细化实化“四水四
定”举措，大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
2022年率先在全区完成滩区居民迁建，累计治理黄河
干流岸线51.5公里，新增水土保持治理面积139平方公
里，水土保持工作连续三年位列全区优秀等次。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突出抓好矿山生
态修复、湿地资源和四合木保护，坚持分类治理，不断提高
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加快促进自然生态系统
正向演替，持续提升生态生产力。2022年完成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面积11.96平方公里、四合木保护区增扩任务
367公顷，全市湿地面积达到1.2万公顷，湿地鸟类增加到
100余种，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坚持因地制宜推进国土绿化工作，严格遵循“宜林
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原则，科学选择植被种类，实
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林业工程，近五年累计完
成人工造林 8.4万亩，荒漠化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

“双减少”。
如今，伴随着全市河湖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湿地公

园增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场面比比皆是。

细 化 生 态 空 间 治 理
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聚力产业迭代升级 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近日，位于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勃湾产业园
的乌海东晶新材光伏产业链项目频传新进展，12.5万吨
多晶硅及配套设施全部开工建设，百余名工人在各自岗
位上紧张施工，各种机械不停运转，整个施工现场忙碌而
有序，让这块原本停建3年的工业地块重新焕发了生机。

为了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乌海市
把“五个大起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集中解决一批经济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节约促转型，以集约促升
级，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不断唤醒“沉睡”的土地，上演

“点土成金”的奇迹，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目前，乌
海市待批项目、沉淀资金、开发区闲置资源起底任务全部
完成，批而未供土地完成年度任务的76%。

在深入开展五个方面大起底行动的同时，乌海市
把深度节水也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节水行动
频出新招，抓重点、攻难点、搞试点、树亮点，激活节水内
生动力。全市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较2020年分别下降11.46%和14.44%，获评全国首
批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和自治区节水型城市。

园区“腾笼换凤”华丽蝶变，工业节水提质增效，处
在转型关键期的乌海市加快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坚持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强力推进矿权整合、焦化
产业整合重组、煤炭洗选垂直一体化整合，目前《乌海
（含鄂托克旗）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已通
过生态环境部审查，5个焦化整合重组项目已建成、在
建4个，推动传统产业由小散乱布局向规模化、集群化
转变。以建设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基地为契机，
东源、华恒等超百亿元可降解材料一体化产业项目陆续
投产，建成全球最大BDO一体化生产基地，具有全国重
要影响力、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正
在形成。重点打造以光伏全产业链和新能源电池为主
要方向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东方希望、国轩高科、抽水蓄
能电站等一批全产业链项目加快推进。建成投用光伏+
矿山生态修复与综合利用项目5个，全区首个跨盟市合
作绿电项目签约落地，新能源新增并网35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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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乌
海市将牢牢扛起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大政治责任，高
标准组织实施美丽乌海生态环境提质行动，全力保障黄
河安澜，深入推进协同治理，进一步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
伐，努力让城市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

加快推广油改电等绿色运输方式。王超 摄

全力打造绿色矿山。王超 摄

新建成的滨河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王超 摄

建成全球最大 BDO 一体化生产基地。孟和朝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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