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绿色作

为内蒙古的底色和价值，把生态作

为内蒙古的责任和潜力，牢固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坚决守住生态底线，

着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设并举
相继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

护林、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

工程，经过多年努力，生态环境实现了

“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重大转变，森

林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达到“双提

高”，荒漠化和沙漠化面积得到“双减

少”。

森林面积由自治区成立初期的

1.37 亿亩增加到 3.73 亿亩、覆盖率达

到 21%，草原总面积达到 13.2 亿亩、草

原植被盖度达到 44%。

不断强化环境污染防治
持续推进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

切实加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降。2016年，

全区 12个盟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

比例达到 8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2

个百分点。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
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方面先行先试，启

动实施了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生态红线

划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等多项改

革，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姻生态环境篇

森林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双提高”

揖 铱
姻经济建设篇

自治区党委始终把抓好党的建设

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将管党治党的政

治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推

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全面走向严紧

硬。

突出抓好思想政治建设
结合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和经常性

教育，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人心，各族干部群众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积极创建“北疆基层党建长廊”，持

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在边境

地区实施“五边行动”，有力推进思想

筑边、组织固边、富民兴边、帮扶强边、

共建稳边。

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积极推进干部能上能

下，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

断加强。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

族优秀干部，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

约占干部总数的 32%，明显高于少数

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在参与和管理各

项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

案 16799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6746

人，移送司法机关 496人。坚持标本兼

治、久久为功，加强警示教育和制度建

设，着力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推动不

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建设步步

深入。

持续加强和改进作风
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自治

区配套规定为切入点，严格规范和加

强党内政治生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

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优良传统，积极倡导雷厉风行、立决

立行的作风，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的同志担当，

为敢于负责的同志负责，在全区上下

营造撸起袖子加油干、万众一心抓落

实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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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4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纯杰主持，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公厅主任高

润喜通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资料图片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的 71.1：11.3：17.6 演进为 8.8：48.7：42.5
有机食品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内蒙古70年:守望相助亮丽前行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年来袁在党中央尧国务院的正确领

导下袁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袁内蒙古各族人民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不断前进袁 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跨

越袁社会建设实现历史性进步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袁

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从欠

发达的区情实际出发，团结带领全区各

族人民，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

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2016 年，地区生

产总值达到 1.86 万亿元，位于全国中

游、西部省区前列。人均生产总值于

2012 年突破 1 万美元，2016 年达到

74069 元，居全国第六位。三次产业结

构比例由自治区成立之初的 71.1：

11.3：17.6 演进为 8.8：48.7：42.5，实现

了由农牧业为主向一、二、三次产业协

同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粮食总产量达到 556亿斤，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和 6个粮食净调出区

之一。畜牧业从过去的靠天养畜、逐水

草而居发展为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

市场化经营，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

1.36 亿头只，牛奶、羊肉和羊绒产量均

居全国首位。农牧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到 8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5 个

百分点。农牧业产业化较快发展，农畜

产品加工率达到 60.9%，具有原产地保

护和有机、绿色、无公害认证的农畜产

品 1800 多个，有机食品产量位居全国

第一。

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形成了以能源、冶金建材、

化工、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

技术为主的特色优势产业。2016 年，原

煤、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产能产量和发

电装机容量、外送电量均居全国首位，

稀土新材料、云计算、单晶硅等产业规

模全国第一，伊利、蒙牛、鄂尔多斯等品

牌享誉国内外。

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
在保持商贸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

服务业较快增长的同时，推动旅游、金

融保险、信息通信、居民服务等新兴服

务业快速发展，2016 年旅游总收入为

2714.7 亿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1.2%，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3.9 个百分点。促进呼

包鄂地区协同发展、东部盟市跨越发

展，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发展的整

体性进一步增强。启动和林格尔新区建

设，加快打造内蒙古改革开放先行区和

经济发展增长极。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铁路、公

路、航空、市政、水利、能源、信息通

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基础设施

网络体系日益健全。2016 年，全区

公路总里程达到 19.6 万公里，其中高

速公路 5153 公里、一级公路 6682 公

里，均居全国前列。民用机场 24 个，居

全国前列。铁路营运里程达到 1.37 万

公里，居全国首位。呼张客专内蒙古段

投入运营，开启了内蒙古的“高铁时

代”。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较早在农村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牧区实行

“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和草牧场有偿使

用制度，极大促进了农村牧区生产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

改革，在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水权交易、足球改

革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主动服务和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建成对外开放口

岸 18 个，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经贸联系，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由

1978 年的 0.16 亿美元增加到 2016 年

的 117.01 亿美元，跨境人民币业务结

算量突破千亿元，形成了北上南下、东

进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风的对外开

放新格局。

加强民主政治
不断推进地方人大工作完善发展，

建立健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

免等职权的制度机制，努力提高人大代

表依法履职服务保障水平。支持人民政

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开展工作，

健全完善参政议政成果采纳落实机制，

充分发挥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

道作用。积极促进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

合，充分凝聚了建设内蒙古的智慧和力

量。

深入推进农村牧区、城市基层民主建

设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切实保障了

城乡居民民主权利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推进依法治区
注重衔接自治区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进程，持续完善地方性法规规

章，积极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目前共

制定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 181 件，批准

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 171 件，形成了

比较完备的民族地区法规规章体系。

维护民族团结
深入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

育和创建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增进。

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

新，把每年的 9月 6日确定为自治区草

原文化遗产保护日。设计专项资金扶持

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而在“十一

五”以来，200 多部少数民族文艺作品

获国家级奖项。

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实施了草原(农家)书屋等八项文化

惠民工程，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

断丰富。盟市级群艺馆、旗县级图

书馆和文化馆、苏木乡镇文化站覆

盖率均达到 100%，嘎查村文化室

覆盖率达到 96%，形成了覆盖全区的

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2016 年，全区

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均达到 99.2%，

比 1980 年分别提高了 45.9 和 96.3 个

百分点。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涌现了牛玉儒、卢玉宝、吉日嘎拉和廷·

巴特尔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提供了强大精神

动力。

统筹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
近年来，先后有多部文艺作品获得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一批作品荣获

“华表奖”“飞天奖”“星光奖”等全国大

奖，蒙古族长调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元上都遗址于 2012 年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各具特色的文化企业不

断涌现，以民族文艺演出、草原文化旅

游、广播影视作品等为主体，以“草原文

化节”“昭君文化节”等为代表的文化产

业初具规模。

实现由农牧业为主向一、二、三
次产业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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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姻改革惠民篇

由“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迈进

姻从严治党篇

立案 16799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67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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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和综合实力逐步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实

现了由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历

史性转变。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显
提高
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1978 年的 301 元增加到 32975

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31 元增

加到 11609 元。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增

收，“十二五”期间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134 万人。

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主要社会保障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举全区之力推进扶贫开发，仅“十

二五”期间就有 178 万农牧民摆脱了贫

困，2016 年又有 24.6 万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全区贫困人口减至 55.6 万人，贫

困发生率降到了 4.1%。

教育事业长足发展
自治区成立之前，全区 80%以上的

人口是文盲，没有 1 所大学，各类在校

生总数不足总人口的 3%。到 2016 年

末，全区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53所，在校

大学生 43.7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大学

生 11.4 万人。

住房条件持续改善
大力实施百姓安居工程，仅“十二

五”期间就为 220万户城乡困难家庭改

善了住房条件，2016 年城镇居民和农

牧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32.2 平方

米和 27.4 平方米，分别是 1990 年的

3.6 倍和 2.3 倍。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2016 年，拥有国家级高新区 2 个、

国家级高新技术基地 9个、国家级企业

孵化器 10 个，大型乳业、羊绒、稀土加

工工艺世界领先，煤化工、氯碱化工、天

然气化工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医疗卫生全面进步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达到 2.4 万个，

每千人口拥有病床 5.5 张，每千人口拥

有执业(助理)医师 2.63 人，全区人均预

期寿命提升至 75.8 岁。

体育事业蓬勃兴起
全民健身活动场所覆盖了 86%的

旗县、87%的苏木乡镇和嘎查村，群众

性体育活动深入开展，成功举办了第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技

体育水平不断提高。

平安内蒙古建设持续加强
不断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公共安全监

管，健全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切实筑

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