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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牧区振兴及现代化建设的探讨

王关区

牧区是以绿色草原为主体

生态景观、草原畜牧业为基础产

业的特殊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

中西部经济地带和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42%。

研究并推进牧区振兴及现代化建

设，对于全国协调、共享、可持

续发展，草原牧区繁荣富裕和谐

文明，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等，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牧区与农村自然、生态、人文、

风俗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与

发展程度等有明显的差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牧区振

兴及现代化建设，要科学把握牧

区的特点，切实做到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绝不能搞牧区与农村

“一刀切”。

一、加强理论研究——

构建牧区振兴科学的理论支

撑

我国关于牧区振兴及现代

化建设的研究还非常不足，本领

域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论文，主要

探讨牧区振兴及现代化建设某一

方面的问题，或牧区振兴及现代

化进程中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等某一方面受到的影响、产生的

变化等。如李澜、戴宏学的《牧

区经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分析与

思考》一文，以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新巴尔虎左旗为例，实证分析

牧区经济振兴及现代化建设实践

面临的具体问题，探讨牧区经济

现代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其产业

化、工业化、城镇化对现代化的

拉动作用 ；韩柱在《牧区“四化”

同步发展障碍性因素分析》一文

中提出 ：内蒙古牧区近年来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水平较快，但信

息化和畜牧业现代化进展水平较

慢，因为受制于制度环境、生活

方式、地理环境和思想观念以及

政策措施等因素“四化”同步受

到阻碍 ；常宝的《论现代化与牧

区传统社会变迁》一文，分析现

代化进程中牧区传统社会广泛而

深刻的变迁，探讨牧区社会要实

现自身振兴及现代化，就不能生

吞活剥、简单套用“外来模式”。

对于牧区振兴及现代化建

设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目前还几

乎没有 ；特别是牧区振兴及现代

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创新，以及

理论—实践—理论的提炼、归纳

等还有待于大力开拓。今后，要

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牧区振兴及现

代化建设问题，不仅要深入系统

地研析牧区振兴的实践问题，也

要从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创新理

论的角度探索其理论问题，构建

牧区振兴及现代化的特色理论体

系。要遵循经济学、生态学、社

会学及民族学的基本原理，在尽

量理清牧区振兴及现代化建设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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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解析牧

区的本质特征，探索牧区振兴现

代化的内涵和原理，评估牧区振

兴及现代化建设进程，研究牧区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法

途径、对策措施。通过研究，要

明确牧区振兴及现代建设的现实

状况及推进趋势，明晰牧区全面

振兴和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

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各

自特色及其相互关联与作用，建

立、完善以牧区发展经济学、草

原生态经济学、牧区社会学、草

原文化学等为主要支撑的牧区振

兴及现代化学科体系，选择牧区

振兴及现代建设的有效路径并形

成因地制宜、切实可行、配套完

备的牧区振兴及现代化建设的对

策体系。

二、加强实践探索——推

进牧区振兴扎实有序地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

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规划

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科

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

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不搞一

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

加码，杜绝“形象工程”。遵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中的牧区振兴及现

代化建设要规划先行、循序渐

进、坚持不懈，绝不能急功近

利、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 ；

乡村包括农村和牧区，牧区与农

村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各有特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牧区

振兴及现代化建设要切实做到因

地制宜，科学把握牧区的本质特

征，注重牧区的特色和风情，精

准施策、分类推进，一切从实际出

发，绝不能搞统一模式、搞“一刀

切”。要充分尊重草原牧区牧民的

意愿，有效维护牧民利益，调动

牧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把广大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化为推动牧区振兴的动力。

消除牧区绝对贫困、决胜

牧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牧区振

兴的基础，也是牧区振兴开篇的

重要内容。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牧区振兴

有机结合起来，在牧区振兴规划

编制、实施与牧区、城镇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实

行过程中，把脱贫攻坚作为牧区

振兴初期的重要任务，确保牧民

收入稳步增长、生活全面改善，

到 2020 年在现行标准下牧区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旗县全部

摘帽，让广大草原牧区牧民同全

区各族人民一起大步跨入全面小

康社会。

以促进牧民增收为主要目

标，推动牧区产业兴旺。有效促

进牧区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大

力发展生态草业、草原畜牧业、

绿色食品加工业、草原生态旅游

业及牧区特色文化产业等 ；实施

休闲、体验畜牧业和牧区旅游精

品工程，充分挖掘草原景观资源

和牧区民俗资源等，使得生态旅

游业与特色文化产业相结合，提

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旅游产

品。要发展现代畜牧业，切实推

动质量兴牧，夯实畜牧业生产能

力基础，调整优化畜牧业供给结

构，有效推进畜产品品牌建设，

不断强化畜牧业科技创新，推进

畜牧业由增产型向提质型、数量

型向质量型转变，提高畜牧业创新

力、竞争力及全要素生产率。要加

快发展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发展

养殖大户、家庭牧场、牧民专业合

作社、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扭转小牧户的弱势地位，推进小牧

户生产经营现代化，促进小牧户与

现代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从而构

建现代畜牧业经营体系，发挥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在畜牧业机

械和科技成果应用、市场开拓等

方面的引领作用，提高规模化生

产水平和经营效率，并有效降低

畜牧业生产成本。

要推进牧区人才振兴，大

力培养新型牧民，并造就一支懂

牧业、爱牧区、爱牧民的“三

牧”工作队伍，为牧区振兴提供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同时，积

极推广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有

效提高牧区产业的科技进步贡献

率，加快培育牧区新型经营主

体，在牧区形成人才、土地、资

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要推

动牧区生态宜居，促进牧区生

态、资源合理保护利用，科学合

理规划构建牧区的水、电、路、

草、畜、圈、园及住房、蒙古包

等，大力建设美丽新牧区，从而

实现绿色草原、金银之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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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乡悦乡愁，广大牧民的生

活家园亮丽美好。要推动牧区文

化振兴，开展民风乡风建设，提

高牧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和道德

水平，丰富牧区文化生活，形成

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健康向上

的良好社会风气。要致力于牧区

组织振兴，有效推动牧区民主法

治化进程，加强牧区基层组织建

设及其管理服务工作，打造坚强

的牧区基层党组织，建立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牧区治

理体系，加速形成“治理有效”

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生态修复——

促使草原生态赤字变为生态

盈余

牧区是生态相对脆弱区，

而草原又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生

态屏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牧区振兴及现代化建设，必

须继续贯彻执行“生态优先”的

方针，遵循协调持续发展的理

念，并对现行的草原生态保护建

设制度、政策等合理地修正完

善，进一步加强与改善草原生态

修复工作，促使草原生态赤字向

生态盈余转变，实现草原生态系

统良性循环、进展演替，有效放

大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使

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

更加强大。

切实加强草原生态修复，

真正保护建设好草原，就要按照

草原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等

相比稳定性较差、脆弱性较强的

特点，立足于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千秋大计、久久为功，最好

不要设定时限，也不要感觉草原

生态系统修复良好了，就放松对

草原生态系统的维护建设，因为

草原生态系统受水、热等因素的

影响非常大，一旦出现连续几年

的干旱等，治理良好的草原生态

系统就会严重衰退，可见，草原

生态保护建设没有终点，永远在

路上，是长久的工作及任务。

草原修复、治理要严格遵

循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规律和经

济规律，切合草原牧区的客观实

际 ；如过度的草场网围栏建设要

摒弃，因为牧区网围栏的密度过

大，形成一个一个封闭的小圈

子，会严重阻隔草、水、路、牲

畜棚圈以及牧民家园的有机联

系，对草原的合理利用、有效保

护会造成不良影响 ；如长时间禁

牧也不好，因为适量的牲畜适时

地游动在草原，并采食牧草，对

牧草萌芽、生长，优质草种的更

新、繁衍等有益处，是草原生态

系统良性循环、功能高效的保障

性条件之一，若草原长时间禁牧

不用，优质牧草就会减少、草群

结构退化，草原的质量总体下降。

要按照草原生态系统承载

能力、净化能力、抗扰能力以及

系统资源的利用限度等所形成的

草原生态阈限，合理利用草原牧

区的自然资源。牧草资源的利用

要适度、轻度，严格保持草畜动

态平衡，并且在利用和保护中实

现牧草资源的有效扩展。草原牧

区的大部分地域是限制开发区和

禁止开发区，牧区矿产等资源的

开发利用要严格遵守相应生态功

能区的准则和要求，决不能逾越

生态维护的红线，而且能不开发

就坚决不开发，能晚开发就最好

晚开发。 

推进草原牧区振兴及现代

化建设，既要转变生产方式，实

现牧区生产的绿色化、集约化、

清洁化及专业化、社会化，致力

于高质量的生产和发展 ；也要完

善生活方式，树立“绿色简约”

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理念，崇尚亮

丽自然、守住绿草清泉、留下民

俗乡愁，去繁从简，让一定的自

然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从而降

低草原生态足迹、增大草原生态

承载力，有效促进草原生态赤字

向生态盈余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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