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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志·环境保护志》(以下简称《环保志》)在内蒙古自治区环保

厅党组和史志编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自治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热情指导下，

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面世了。《环保志》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

和纯朴的纪实手笔，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内蒙古自治区36年来环境保护工

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将成为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志书，正式纳入

“自治区地方志丛书系列”。志书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直陈其事的原则，将内

蒙古环境保护的历史与现状悉数记录在案，展示给读者，留传后世。这是对内蒙

古环保工作的一大贡献，也是对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一大贡献。

《环保志》没有回避历史，也没有掩盖现实。编纂者真实地记述了自治区曾经

由于人们思想上对保护环境工作认识不到位，缺乏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重经济增

长、轻环境保护；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导致了环境

污染严重和生态破坏严重的情况。特别是20世纪70至90年代中期，由于工业

“三废”和生活污水无节制的排放，使全区大部分江、河、湖、库的水质变差，过量有

毒、有害物质充斥其中，地下水位降低，水质污染；各城市空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

总悬浮颗粒物严重超标，以及城市噪声、辐射等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健

康．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志书以客观的事例和数据反映了全区水土

流失、林区面积减少、土地荒漠化、沙化、草原退化、河道变窄、湖面变小、水量减

少、湿地锐减、动植物多样性生存发展的空间日趋狭窄、沙尘暴肆虐等生态破坏情

况，揭示了全区2 400万各族人民正面临着环境破坏的严峻挑战和自然界无情报

复的现实。

问题的暴露绝非坏事，敲响警钟，正是催人奋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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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志》还以大量的笔墨，不遗余力地全方位地书写了自治区广大环保工作

者及各行各业、各族各界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36年的艰苦努力，

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清晰地介绍了自治区环保工作所经历的五个

阶段及正经历的第六个阶段。加强了各级环保机构的建立和环保队伍的建设，使

环保工作有了组织保证；加大了环保资金的投入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了环

保工作顺利进行；加强了环保工作的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使环保工作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加强了环保工作的监管力度，使违法排污的事件逐年减少，工业污染和

城市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三同时”执行率达到98．6％。重点流域、重点地区、重

点企业的水环境质量、空气质量明显好转，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区生态环境

呈现出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良好局面。全区各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齐心

协力地投入到蓝天、碧水、绿地、宁静、整洁、可持续发展六大工程o 2005年呼和浩

特市、包头市、赤峰市这三个主要城市全年空气质量为优良的天数分别达到3l l

天、256天、261天，摘掉了20世纪90年代全国污染大户的帽子。2008年监测的

15个城市中，呼和浩特、呼伦贝尔、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巴彦淖尔、满洲里、二连

浩特、锡林浩特、牙克石等1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并为良好。环境形势的变化

和环境保护的成就给人以信心和力量，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志书的编纂者没有满足于现状，没有盲目乐观，而是以充分的事实、确凿的例

证，指出了当前和今后我们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尖锐

的挑战，指出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来衡量内

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的差距，路途遥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不容乐观。

志书指出了继续奋斗的前进方向，擂响了向新的目标进取的战鼓。它告诉人

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是需要世世代代做出坚持不懈

努力的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古人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环保志》的出版发行，对于自治

区环保部门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

念，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内蒙古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

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志书是一面镜子，可使后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志书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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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碑，可以促使人们奋发努力，乘胜前进。

在《环保志》付梓之际，作为内蒙古环保部门的主要领导人，衷心感谢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和众多修志同仁的大力支持；感谢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

合，通力协作；感谢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编著。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厅长： 棼嗡
2009年lO月28日



凡例

凡 例

一、《内蒙古自治区志》(以下简称《区志》)是全面记载内蒙古地区自然、社

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文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

导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指导方针，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

三、《区志》下设专业分志。专业分志坚持纵贯古今、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

则，根据“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置。类的划分参照国家行业分

类标准、兼顾现行部门管理体制。

四、《区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专业分志为主体，采用横排

竖写的体例进行记述；除大事记外，各专业分志原则上按照章、节、目的层次编写。

五、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端，建制之始；下限原则上断至2007年；个别专

业分志视其情况，下限可适当提前或下延。

六、记述范围，以各专业分志下限年度的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为准。历史

上与内蒙古地区有联系，但现在不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范围的事件，择要记述。

七、各专业分志，原则上不单设大事记和人物志，有关内容归入《内蒙古自治

区志·大事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志·人物志》o

八、《区志》的记述，采用现代汉语语文体，记述体。

九、用字，以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

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十、数字的用法，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一、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运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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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标点符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十三、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帝王纪年、年号纪年、民国纪年后均括

注公元纪年。

十四、历史地名、机构、官职一律使用原名，在历史地名后括注今地名。对人

物名称的称谓，直称其正名。对国名、地名、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译名为准。

十五、所用资料不随文件名称，可不记发文字号，重要引文及难以记入正文的

重要内容，可集中在附录中记述。

十六、统计数据，以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统计数

据，可使用各专业部门的权威数据，但应注明。

十七、记述中尽量使用全称，第一次使用全称时，已括注简称的，以后可直接

使用简称。



编纂说明

编纂说明

一、《内蒙古自治区志·环境保护志》(以下简称《环保志》)是一部以记述内

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分志，是《内蒙古自治区志》的组成部分。

《环保志》体现了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时代特点和行业特点，达到了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志书上限追溯到事物发端，

建制之始，下限止于2008年12月31日。

三、全志分志首、主体、附录三部分。志首设“序”、“凡例”、“编纂说明”、“概

述”、“大事记”；主体设“环境状况”、“环保计划规划与实施”、“环境法制”、“环保

宣传教育”、“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环境

监测管理及能力”、“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环保管理”，计ll篇、50章、169

节，以篇、章、节三个层次记述。附录设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文

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颁布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重要文献目

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国家环保总局及其他部委、自治区环保局及与有关

厅局联合颁发的环境保护的法规、规章、重要文献目录，以及表彰奖励、志书的“修

志始末”等。

四、《环保志》的编写遵循志书写作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参照兄弟省、区志

书编写方法，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编纂而成。

五、全志所选用的资料、数据均由自治区环保局各处室及其相关部门、机构、

各盟市环保部门提供，由编纂办公室统一编纂。

六、由于自治区在20世纪末和2l世纪初，行政体制变更，昭鸟达盟、伊克昭

盟、哲里木盟、呼伦贝尔盟、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等6个盟行政公署，因撤盟设

市而相继变市。上述地区的称谓在变更以前仍沿用原盟行政公署名称，设市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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