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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与主要支持，

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生态环境是县域经济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

水是人类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也是生态环境的重

要因素，水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生态环
境的基础承载力。水生态环境和县域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

系，从实质上来讲，经济增长是经济产出增长的过程，而经

济产出是多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水生态环境是经济产出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经济生产提供水资源，吸收经

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水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水资源环境服务。

由此可见，水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经济的社会福利。完善的水
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快经济发展。经济

发展对水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够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人们对水生态资
源的重视程度，加强人们对水生态资源的保护。

1  凉城县产业经济概况

1.1农牧业
凉城县隶属于中国传统上的农业县。全县19个绿色品种、95

万亩的绿色农作物全部率先经过了首批国家无公害农业生产示范

基地的资格认证,初步规划建立了"岱海镇绿色种养园区、滩区
高效种养园区、山区特色种养园区"三大无公害农业绿色农畜产

品加工农业产品技术研发推广生产示范基地。畜牧业发展是推动

凉城建设绿色农业的重要因素和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凉城发展农
业和经济的一个新亮点,培育了蒙帝乳业、忘形农业、世纪粮行

等一批优质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了乳、肉、粮、油等特色优

势产业。全县境内奶牛平均存栏量每年规模最大的地区有54万
只,奶牛平均存栏量每年规模最大的地区有6.96万头,为"乌兰

察布市第一奶牛强县",农民的年平均家庭纯收入占其中的60%以

上收入是主要来自于各种畜牧业,养殖的畜产品已经逐渐发展成
为了直接带动当地广大农民干部群众就业发家致富、推动当地党

和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社会主导性战略新型产

业之一。引进的国内知名奶牛乳业养殖龙头"海高牧业",进场进
口奶牛初乳数量已经累计达到5000多头,建成了国家标准化的海

口奶牛初乳养殖生产基地15处,成为了目前全市第一个标准奶牛

养殖大生产乳业强县。
1.2工业

基本形成了以电力、化工、制酒、建材、农畜特色产品生鲜

加工等行业为主要产业的五大领域。以岱海电厂为核心和龙头的
电力工业,已初步形成240万千瓦时的装机容量,平均每年累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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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70 多亿度,并顺利地完成了二期项目的工程施工。岱海镇

草块食品加工厂、麦胡图镇饲养猪场等农牧畜产品加工企业发
展势头较强,产品广泛流行,深受周边消费者的欢迎。鸿茅品牌

的知名度持续增强。农畜副产品的加工主要是马铃薯、杂粮类

小米和油菜加工,每年可实现生产和加工能力2亿多斤，构筑了
一个循环型工业开发区。鸿茅药酒公司成为凉城县自动化继电

厂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的财政支撑,为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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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旅游业

近年来,凉城县的旅游业以开发四季旅游、全域文化旅游等

产品为主要工作,大力开展了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旅游业发展取
得了明显成效。有岱海旅游景区,岱海国际滑雪场,二龙什台国际

森林公园,绥蒙革命纪念园,龙华三会寺等。

2  凉城县水生态环境概况—以岱海湖为例
岱海湿地已被纳入"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179块国家重

要湿地之一。湿地生态圈是世界上最广泛的全球三个主要生态圈

之一,它们都是我国自然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较高的生产能
力。湿地的生态环境调控功能极其强大,在涵养蓄水、均化防洪、

促淤造陆、降解污染物以及保存生物多样性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湿地已经受到了毁灭性的
破坏,并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岱海保护的湿地对于保

持生态平衡,改善其生态条件,实现我们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

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岱海及周边湿地生物种类分为,植物类、鸟类、鱼类、两栖

爬行类及兽类等。近几十年,由于自然及人为因素,岱海湖域面积

逐年减小而且水质恶化,由此造成了岱海水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
重。下面是岱海水域面积示意图以及岱海水质分析:

3  凉城县县域水生态环境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矛盾

分析
近些年，凉城县县域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以牺牲水生态环

境为代价追求县域经济发展的现象日益凸显，因此造成了对水生

态环境不同程度的破坏，水生态环境与产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
矛盾日益突出：首先，以岱海为例的水生态环境在近几年不断恶

化，由此对凉城县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表现为：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岱海湖水位逐年
下降，湖面面积逐年缩减以及水体富营养化加剧，水质恶化，造

成环岱海土地盐碱化，因此最直接的冲击就是环岱海湖农业经济

发展受阻；进而农畜产品加工业方面，如凉城县世纪粮行，蒙帝
乳业以及鸿茅药酒生产等工业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冲击；依托岱海

湖发展的旅游业—岱海4A级旅游景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景区

内亦呈现旅游接待人次逐年下降的趋势。其次，单纯追求县域
产业经济发展忽视水生态环境保护，从而加剧了岱海水生态环

境问题。从第一产业发展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而言，在环岱海

及永兴水库周边种养殖业发展中，集中表现为农业面源污染，
体现在大气、土壤、水体与农村景观等几个方面：农业面源

污染给大气带来的危害体现在土壤当中氮肥转化而引发温室效

应，还有对臭氧层造成的破坏以及酸雨等，禽畜的粪便中有机
物厌氧分解形成的NH3，H2S这些有害的气体和携带着病原微生

物的粉尘也给大气造成严重的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给土壤造成

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土壤的有机污染，土壤的重金属和放射性的
污染，还有土壤化与生物学性质的恶化以及土壤生物污染等几

方面；农业面源污染给水体造成的危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地

表水体富营养化的变化以及地下水硝酸盐的含量超标。农业面
源污染给农村景象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物秸秆、禽畜粪便

以及人类的生活垃圾等这些农业固体废弃物以及生活污水给农村

生活环境带来的严重污染。这一系列的形成的后果直接影响到
农作物的生长，林业，畜牧业以及渔业的发展；从第二产业

发展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而言，集中表现为工业废水污染，建

立在岱海湖南岸的京能发电厂，冷却水水源全部取自岱海湖，
并采取直流冷却工艺，冷却水由引水明渠经冷却水泵提升后一

次流经表面式换热器后，经过两道拦水坝后直接排入明渠到岱

海湖。岱海电厂常年巨大的水耗带给岱海湖致命的威胁，水温
逐年升高，水位逐年下降，如今岱海湖面积已经缩减到原来的

三分之一；从第三产业发展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而言，集中体

现在旅游业方面，岱海旅游景区，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固体废

弃物污染（垃圾）以及娱乐基础设施（游轮、快艇尾气排放）
废气排放污染。

4   凉城县县域水生态环境和产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路

径选择
4 . 1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和循环经济。

积极发展现代绿色农业，观光农业，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立足优势，依托资源办工业,不断实现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升
级。重点发展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以及以

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在传统畜禽养殖基础上，重点发展循环

农业。构建一个产学研相互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创新发
展动能。

4.2加大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首先，加强保护、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其次，对环岱海湖农

村进行综合整治，加强农业污染面源治理。再次，加强岱海河道
疏浚，应急补水工程（黄河干流取水、从永兴水库向岱海补水）。

另外，加强工农业节水，同时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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