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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呼和浩特市召开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推进大会，

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包钢强调，要以“创就创成”的决心系统

谋划、扎实推进，全力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赛罕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紧跟全市步伐扎实推进相关工作。 5月，《赛罕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完成并

通过自治区组织的评审。6月，赛罕区人民政府2022年第8次常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赛罕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实施方案》。

规划由来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抓住国家实

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和呼包鄂榆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以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为载体，以保护大青山生态系统、筑牢祖国北疆

生态安全屏障为核心，以减污降碳为总抓手，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

目的，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保护治理，优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控、提高生态

产品供给能力、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打造“两山”文化品牌、探索长效保障机制、示范推广

有效转化路径与转化模式，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城区，为首府建设现代化区域性

中心城市，打造美丽青城、草原都市贡献赛罕力量，体现赛罕担当，同时也为祖国北疆生态屏

障、区域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赛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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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

坚持重点突破，
有效转化

坚持政府主导，
全民参与

基本原则



总体目标

到2025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持续得到优化，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得到提升，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善，

城乡人居环境更加绿色宜居，形成青山碧水、蓝天净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文明新局面，打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排

头兵”、“主力军”和“经济好、城乡美、民生优”的首府城区以及一流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Key words

建设指标

       《赛罕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共计七章26节，主要包括：建设背景与意义、区域概况、“两山”实践探索

成效与问题分析、总体思路、重点任务、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参照国家

“两山指数”评估指标，结合赛罕区实际确定符合本地化特色的“两山”基

地建设指标，指标体系从构筑绿水青山、推动“两山”转化、建立长效机制3

大领域出发，涵盖环境质量、生态状况、民生福祉、生态经济、生态补偿、

生态效益、制度创新和资金保障8大体系，共设置20项建设指标。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

探索长效保障机制

探索转化有效路径，示

范推广特色转化模式
打造“两山”文化品牌，

推动绿色惠民富民

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保值增值自然资本

协同控煤减污降碳，提

升大气环境质量

优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

管控，守护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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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重点任务



1. 优化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控，守护绿水青山

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依法划定城市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深度融入全市“一河 三区 多廊 多点”生态安全格局

严格生态环境准入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控优先保护单元；划定环境质量底线，严管重点管

控单元；度量资源利用上线，建立一般管控单元



2. 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保值增值自然资本

全面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科学推进国土绿化；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加强矿山修复治理

重点强化水环境污染治理：深化水环境治理和管理工作；加强饮用水源安全保障；

加强工业污染源治理；强化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全面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水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

协同控煤推动实施减污降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入开展燃煤污染防控；全面

推进工业污染防治；大力开展交通面源污染防控；协同推动实施减污降碳

防范固废和土壤污染：持续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源头防控土壤环境风险



3. 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推动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

做精做特生态农业，高效促进绿水青山转化：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加强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增加绿色产品供给，推广绿色有机产品生产技术；延长农牧业全产业

链，促进生态农业转化增值

做大做强生态工业，促进金山银山提质：科学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

转型升级；丰富和延伸新材料产业链，打造“中国硅材料之谷”；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打

响特色产业品牌

做优做新绿色服务业，催化“旅游+”产业生态价值：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

牌，促进旅游+文化融合发展；推动特色旅游业，促进旅游+消费融合发展；推进农旅一体

化发展，促进旅游+农业融合发展



4. 打造“两山”文化品牌，推动绿色惠民富民

传承发展厚重底蕴：塑造生态旅游品牌；推进沿黄文化带建设；加强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

孕育弘扬“两山”文化：开展“两山”理念科普宣传；创新生态文化新业态；强化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实践组织

倡导绿色生活文化：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出行、统筹推进绿色细胞创建工程



5.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探索长效保障机制

建立“两山”实践创新新型智库

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深化“两山”实践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两山”绩效考核和企业责任追究制度体系

构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经济体系

构建多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6. 探索转化有效路径，示范推广特色转化模式

积极培育“生态+”产业新业态，探索“点绿成金”模式

大力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探索“添绿储金”模式

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探索城市中心区的“借绿生金”模式



        《方案》根据赛罕区“两山”实践基地建设目标，围绕“两山”实践基地

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实施绿色高质量发展、践行

绿色生活惠民富民、完善创新生态制度体系等4大类重点工程、23个方向的重点

项目体系。

重点工程



保障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责任

健全资金保障机制

强化监督考核体系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

加强宣传和社会参与

加强人才和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