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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马晓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并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

农”工作，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

系列关于“三农”的新思想新理念

新论断，内容涵盖了“三农”各个

方面。更为系统和鲜明地提出“三

个必须”，即中国要强，农业必须

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

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三个不能”

即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

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 ；“三个

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

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

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这些重大

战略思想，不仅阐述了“三农”问

题的基础性地位，表明了强农惠农

富农的决心和态度，更明确了今后

“三农”工作的政策目标，释放了

党中央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

战略定位，推动农牧业农村牧区优

先发展的强烈信号。在 2018 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重申要把“三农”作为全党工

作重中之重，明确了八个方面的坚

持，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

出了时间表。到 2020 年，乡村振兴

要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

体系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

化基本实现 ；到 2050 年，乡村全面

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

面实现。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我区农牧业发展实

际，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提出了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十大三年行动计划”，即农牧业生

产标准化行动计划、农牧业产地环

境净化行动计划、农牧业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农牧业品牌提升行动计

划、农牧业综合执法行动计划、新

型农牧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行动计

划、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旗县创建行

动计划、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

追溯管理行动计划、草原生态保护

与建设行动计划、农牧业创新性突

破性工作行动计划。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

推进内蒙古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

化，实现农牧业全面升级、农村牧

区全面进步、农牧民全面发展，应

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

一是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全面

提升农牧业发展质量。产业兴才能

农村牧区兴，农牧业经济强才能农

村牧区人气旺。农牧业是农村牧区

经济最基本的依托，自治区农牧业

厅重点围绕玉米、马铃薯、大豆、

小麦、水稻、向日葵、奶牛、肉

牛、肉羊、生猪、马等 11 个优势产

业，实施农牧业生产标准化行动计

划，到 2020 年，制定修订并推广一

批全程绿色种养高质量标准，形成

完善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和管理

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农牧业大区，必

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内蒙古时的嘱托，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开展“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三年行动计划”，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

力的举措，奋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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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建成一批标准化生产基地，

构建起布局合理、农牧结合、产销

衔接、优质高效的产业融合发展格

局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

农牧业标准化、绿色化、优质化、

高效化发展水平。围绕良种繁育、

绿色种养、农牧业全程机械化和

“互联网 + 农牧业”，实施农牧业科

技支撑行动，到 2020 年，主要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保持在 98% 以上 ；畜

禽良种化率由 90% 提高到 95 %，

奶牛、肉牛优质冻精实现全覆盖 ；

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由 83.5% 提

高到 85% ；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由 54% 提高到 56% 以上。围绕品

牌强农强牧，实施农牧业品牌提升

行动计划，重点打造提升锡林郭勒

草原肉羊、科尔沁肉牛、乌兰察布

马铃薯、河套小麦、内蒙古杂粮、

河套葵花籽 6 个区域公用品牌，每

个盟市提升 1-2 个地方区域公用品

牌，逐步构建起全区上下合力推进

农牧业品牌提升的工作体系，力争

到 2020 年打造 20 个以上在全国有

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内蒙古农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坚持质量兴农

牧、绿色兴农牧，以农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

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提高农牧业创新力、竞争力

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牧

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

二是以生态宜居为关键，推

进农牧业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

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大力实施农牧业产地环境净化行动

计划，重点围绕农牧业生产环境污

染防控，通过推行农业生产“四进

四控”，种养环节投入品监管，秸

秆、农膜、畜禽粪污等农牧业废弃

物综合利用等措施，实现“一控两

减三基本”目标，到 2020 年，基

本建立生产科学、环境清洁、约束

有力、绿色高效的产地环境净化管

理制度和技术体系 ；全区农作物化

肥、农药使用量保持负增长 ；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0%，提

高 12 个百分点 ；主要农作物病虫

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0%

以上，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1% 以

上，分别提高 5 个百分点 ；农膜回

收率达到 80% 以上，提高 20 个百

分点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 以

上，提高 2.5 个百分点 ；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75% 以上，提

高 6 个百分点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 以上，

提高 20 个百分点。全面开展草原

生态保护与建设行动计划，重点围

绕草原执法监管、惠农惠牧政策落

实、科学保护建设与利用草原等方

面，积极开展依法治草、强化草原

保护政策和项目管理、大力促进草

牧业发展、加强草原生物灾害绿色

防控和推进草原保护建设标准化等

工作，达到保护和提升草原生态质

量，有效遏制草原退化趋势，促进

草牧业发展的目的，到 2020 年，

全区天然草原植被平均盖度稳定

在 45% 以上，草原生态环境显著改

善，生态功能进一步提升 ；年种草

面积保持在 3000 万亩以上，优质

草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 200 万吨，

青贮饲草料年贮量达到 2200 万吨

（鲜重），年生产优质牧草种子 300

万公斤，饲草料生产供给能力大幅

增长，牧区防灾抗灾能力进一步提

高 ；探索出不同经济类型区草牧业

发展模式雏形 ；我区草原保护建设

总体工作继续保持在全国领先水

平。形成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环

境优美的生态系统，在祖国北疆构

筑起万里绿色长城，打造更加亮丽

的内蒙古。

三是以乡风文明为保障，提升

农牧民精神风貌。优秀的农村牧区

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牧区精气神，

增强农牧民凝聚力，孕育农村牧区

社会好风尚。自治区农牧业厅在深

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基础

上，重点以扶持培育家庭农牧场、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为重点，服务带动小

农牧户，促进现代农牧业发展，实

施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行

动，到 2020 年，力争全区在农牧

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牧场达到 3 万

个以上，全区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达到 600 个以上，自治区级农牧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稳定在 600 个

以上，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每

年增长 10% 以上，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组织达到 8000 个以上，开展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1800 万

亩以上，构建起以家庭经营为基

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

务为支撑的现代农牧业经营体系。

开展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旗县创建行

动计划，以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

责任、健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体

系、提升基层监管能力为核心，带

动我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整体

提升，到 2020 年，力争全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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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国家安全县，50 个自治区安全

县 ；安全县“三品一标”产品占当

地食用农畜产品生产总量或面积的

比重达 50% ；安全县生产的重点农

畜产品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 ；

安全县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15000 人 ；国家和自治区安全

县生产的主要农畜产品总体合格率

分别稳定在 98% 和 97% 以上。同

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发掘、继承、

创新和发展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传

承好乡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乡村文明的原生态，充分

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

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农

牧民群众抵制封建迷信、摒弃陈规

陋习，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

四是以治理有效为基础，构

建祥和安定嘎查村。农村牧区治理

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嘎查村安定是

农牧民的切身福祉。自治区农牧业

厅将全面开展农牧业行政执法行动

计划，重点围绕农药、兽药（抗菌

药）、“瘦肉精”、屠宰、生鲜乳质量

安全、跨省调运种用乳用动物、农

资打假、渔业执法、草原执法等领

域，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查处违法

违规案件，增强公信力和威慑力，

努力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

农牧业生产经营秩序，到 2020 年，

农牧业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显著

成效，建立自治区农牧业综合执法

机构，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三

级农牧业综合执法全覆盖 ；各级农

牧业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

高，执法公正规范，检打协调联动

的农牧业行政执法格局基本形成 ；

农畜水产品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稳

定保持在 97% 以上，非法转基因、

违法违规屠宰、违禁使用、非法添

加、乱开滥采等行为得到坚决遏

制。实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

追溯管理行动计划，提升农畜产品

追溯管理能力、隐患排查能力和风

险防控能力，保障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到 2020 年，全区年定量监测农

畜产品达到 3.1 万批次，速测筛查

样品达到 30 万批次，主要农畜产品

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7% 以

上，“瘦肉精”等违禁物质添加得

到有效遏制。农药、兽药、种子、

化肥、饲料等农牧业投入品经营

主体实现可追溯管理，“三品一标”

企业、农垦企业和国家级、自治区

级龙头企业以及农牧业部门支持建

设的各类示范基地全部纳入监管追

溯范围。监测和追溯体系进一步完

善，能力普遍提升，监测体系布局

合理、运行高效，追溯管理实现制

度化、常态化。同时，配合相关部

门紧紧抓住农村牧区基层组织建设

这个“牛鼻子”，着力解决农村牧

区社会“散”的问题，建立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农村牧区

社会治理体制，让农牧民得到党组

织的引导、教育、服务和管理，让

农村牧区家户联系紧起来、守望相

助兴起来、干群关系亲起来。

五是以生活富裕为根本，提高

农牧民获得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广大农牧

民生活得更美好。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业厅围绕农牧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大力实施农牧业创新性、突破性工

作行动计划，坚持创新突破的工作

导向，建立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

合、共同推进农牧民增收的工作格

局，到 2020 年，确保全区粮食产量

稳定在 550 亿斤左右，牲畜总头数

稳定在 12 亿头只以上，建设高标

准农田 1600 万亩，草原植被平均盖

度稳定在 45% 左右，农畜水产品总

体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7% 以上，加

快推进农牧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

稳步有序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突

出问题治理，以农村牧区垃圾、污

水治理和嘎查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

方向，坚持不懈推进农村牧区“厕

所革命”，给农牧民一个干净整洁

的生活环境。打好农牧业产业脱贫

攻坚战，做好乡村振兴与产业脱贫

的政策衔接、机制整合和工作统

筹，瞄准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聚焦

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力，确保让贫

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区一道进入

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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