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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推进农村牧区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内蒙古农村牧区长足发展，农

牧业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农畜产品

质量安全日益提升，农村牧区产业

结构调整优化，农牧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特别是 2020 年农村牧区

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完美收官，为着力开动农村牧区

全面振兴、加速推进农牧业和农村

牧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

而，内蒙古农村牧区在新台阶上的

大力拓展还面临诸多问题与不足，

需要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

中深入探究、有效解决、及时弥补。

一、农村牧区全面振兴

面临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普及需要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 内蒙 古农 村牧区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普及得

到加强，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社

会事业大力拓展，但与农村牧区

全面振兴及城镇化、信息化、现

代化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普及等是内蒙古农村牧区在新时

代新台阶上加速发展面临的短板

与制约，农村牧区生态状况、人

居环境及农牧民生活条件、农牧

业生产条件等需要进一步改善。

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需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持续

有序地规划、构建，进一步推动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

化、网络体系化、合理高效化。

农村牧区道路畅通、信息速递、

物流顺达和高质、高效、安全的

供水、供电体系建设等，仍然需

要不断加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整治、农牧业面源污染治理等需

要有效实施，农村牧区“厕所革

命”、垃圾与污水治理等需要从

各地实际出发逐步推进，“生态

宜居”工程建设需要按照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有序展开。

（二）资源环境是农村牧区

全面振兴面临的弱项

内蒙 古 耕地、 草地、 林 地

等质量、等级较低，立地条件较

差。中低产农田仍占耕地总面积

的大部分，化肥、农药、农膜的

使用还欠合理，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有待加强，部分地域也存在一

定程度的土壤污染等 ；草原生态

环境局部有所恢复改良，但总体

恶化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扭转，草

场退化仍然比较严重，草原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需要坚持不懈，草

原生态经济功能有待恢复加强，

有林地面积、林分质量需要继续

扩展、提升，森林生态防护效能

及经济功能等有待进一步增强。

农牧林草业等发展的资源生态基

础需要大力保护恢复改良，维护

和修复草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

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

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任务艰巨。

内蒙古降水量少，且时空分

布不均，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都

非常稀缺，保证必须的生态需水

后，农牧业生产可用水量相当有

限，主要“靠水增产”甚至“以

水换粮”绝对没有可持 续性。

“以水定产”“量水而行”，科学

用水、节约用水，对于内蒙古来

说任重而道远。可见，农村牧区

资源环境包括水的合理利用、农

田地力提升、草场退化修复、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化肥施用量递

减及人居环境整治等还需要高度

重视、大力推进，才能达到农村

牧区全面振兴和现代建设的要求。

（三）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仍

然较低

农牧 业特别是种植 业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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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牧区非主业化现象凸现，有相

当一部分农牧民把农牧 业当作

副业来经营，对农牧业的人力、

物力、 技 术等 投 入较 少， 地是

种了、畜是养了，但没有精耕细

作、缺乏集约饲养，农畜产品的

产量、品质及农牧业的经济、生

态效益较低，一定程度上制约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现代农牧业发展比较缓慢，

农牧 业 规 模化、集约化、社会

化、专业化及集中化、集聚化水

准较低，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和全

要素生产率不高，其生产成本趋

高而收益较低，农牧业技术装备

和经营管理及其物质基础水平需

要大幅度提升。

绿色农牧业、有机农牧业和

生态农牧业发展不足，农畜产品

中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的占比还

较低，农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

规范化、标准化等不强，农畜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及其市场竞

争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四）农牧业产业化及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不足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链较短，

相关企业、行业配套不完备，农

牧业产业化水准还较低。内蒙古

农畜产品的加工能力相对较低，

加工品适应市场、开拓市场的能

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为农牧业产

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的现代

农牧服务业发展滞缓，农牧业服

务体系还不尽完善，一定程度上

制约农牧业及农村牧区其他产业

的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休

闲、观光、体验农牧业和农村牧

区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业态

发展不足，农村牧区及农牧业新

的经济增长点及其发展新动能还

需要发现、培养。

（五）农村牧区生产资金、

建设资金缺乏比较普遍

近年来，内蒙古农牧民可支

配收入不断增加，但其收入的总

体水平还不高，农牧民除了一定

的生活支出，剩余下来能够用于

农牧业扩大再生产的自有资金较

少，生产资金和建设资金短缺在

农村牧区还较为普遍。为了推进

农村牧区生产和建设，农牧户一

般需要向银行贷款或通过其他

途径借款等，而借贷款的真正获

得也比较艰难。

二、推进农村牧区全面

振兴的对策

（一）保障农村牧区投入，

有效弥补建设资金、生产资金不

足的短板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的

要求，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村牧

区发展，有效、有序开展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普及，切实促

进农村牧区产业兴旺。内蒙古

农村牧区建设资金、生产资金短

缺，当前要贯彻落实《关于扩大

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加快补上“三

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和

《 农 业 农 村部、 财政部 2020 年

重点强农惠农政策》等，切实保

障农村牧区基础设施等的建设资

金、农牧业及其他产业扩大再生

产资金的投入。

要坚持农牧 业和农村牧区

优先发展，对标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围绕加强农牧业和农村牧区

基础设施与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等，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农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

施建设工程、现代农牧业园区建

设工程、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工程、智慧农牧业和数字乡村建

设工程等一批现代农牧业和农

村牧区重点工程项目，千方百计

增加农牧业和农村牧区有效投资

规模，有效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用

于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的占比、切

实保障财政支农支牧投入、继续

加大金融服务“三农三牧”的力

度、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农牧业和农村牧区，从而巩固脱

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

果，推动农村牧区全面振兴。

（二）着力推进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建设现代农牧业绿色发

展体系

要进一步加强农牧 业基础

建设，逐步提升农牧 业科 技创

新水平，有效推动“科技兴农兴

牧”。继续增强耕地和草牧场基

本建设，提升与保护耕地质量，

继续推进盐碱地改良，试点推广

休耕轮作，科学实施局部地域污

染土壤的治理，加快兴建规模化

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加

快修复、长期维护退化草原。推

动农牧业向条件好、有优势的地

区集中，拓展种植业优势产业带

和畜牧业优势养殖区，逐步提高

规模化、良种化、标准化、专业

化等现代农牧业发展水准。

要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特

色农牧业，不断开拓“绿色兴农兴

牧”。内蒙古耕地资源、草地资源、

林地资源丰富，水体、大气及土壤

等污染只是在很少地域个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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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国土空间的土、水、气是

清洁的、绿色的，这就为发展绿

色、有机农牧业提供了广阔天地。

科学、合理、可持续地利用好得天

独厚的农牧业资源优势，着力拓展

生态农牧业、绿色农牧业、有机农

牧业，严格建立产地环境、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管理和保护的完备体

系，切实提升绿色、有机、特色、

安全、优质农畜产品供给水平。

继续促 进 农畜产品品牌创

建，提高农畜产品质量保障 水

准，系统实施“质量兴农兴牧”。

推进内蒙古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品

牌创立及宣传，打造具有地方特

色的知名品牌，特别重视做大做

强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更多优质

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逐步

形成优质优价的品牌效应，有效

提高优质农畜产品的收益水平。

（三）不断延伸农牧业产业

链，大力促进农村牧区产业兴

旺、农牧民生活富裕

按照《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

划 (2020 － 2025 年 )》的安排部

署，着力推动农牧业产业结构优

化及产业化发展，有效拓展、延

伸农牧业产业链，构建农牧业和

农村牧区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和城乡协同进步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农村牧区产业兴旺、农

牧民生活富裕。

深入实施奶业振兴行动，加快

马铃薯主粮产品产业开发，继续发

展壮大肉羊、肉牛、羊绒和玉米、

小麦、大豆、葵花、小米等产业，

培育、拓展现代龙头企业，逐步形

成一批现代农牧业生产、加工、销

售产业园。有效提升农畜产品的精

深加工、综合利用水平，优化农

畜产品供给侧结构，开发新种类

的供给产品，以刺激消费、开拓

市场、提升竞争能力。

大力发展家庭农牧场、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农牧企业等新兴

农牧业经营主体，特别是规范其

组织、管理、运营等，形成家庭

经营与现代农牧业有机结合、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

鼓励工商企业在农牧业和农村牧

区其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经营领域进行投资，依法规范工

商企业租赁使用耕地、草牧场等

行为，进一步完善龙头企业与农

牧民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互利共

赢的良性发展态势。 

（四）切实加强资源生态修

复和人居环境改善，逐步构建生

态宜居的“美丽农村牧区”

大 力保 护、 扩展草原、 森

林、耕地等农牧业自然资源，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面

实施农村牧区绿化美化行动，开

展大兴安岭及周边地区退耕还林

还草还湿试点，推进退化草原生

态修复国家试点等，从而有效治

理、修复、保护农牧业和农村牧

区资源及生态环境，有效提升农

村牧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与能力。

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的框架下，编制科学合理、

因地制宜的农村牧区建设规划，

优化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

发挥系统效应等。继续推动基础

设施向农村牧区延伸、公共服务

向农村牧区覆盖、城市文明向农

村牧区辐射，有效保障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一体化，

加快补齐农村牧区在供水、供

电、道路、信息、物流等基础设

施方面仍然存在的短板。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牧区村容村貌整治及

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等，

有序开展生态宜 居农村牧区规

划、建设，全面开展农村牧区绿

化美化行动，有效提升现代农村

牧区、美丽农村牧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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