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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改革开放 40 年

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内蒙古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已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粮仓、肉

库、奶罐”，农牧业现代化水平、农牧民收入水平和农村牧区面貌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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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下，各级农牧系

统团结带领广大农牧民，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内

蒙古农牧业经济、农村牧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祖国北

部边疆亮丽风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营体制改革释放了农牧业发展活力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继而推动整个社

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内蒙古是率先进行

农村牧区改革的省区之一，1978 年小岗村率先实行

“大包干”后，1979 年内蒙古就开始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1981 年全面推开，走在了全国前列。

1984 年内蒙古将农村牧区的土地承包期，由原来

的不定期明确为“土地承包期 15 年”，建立和完

善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以“包产到户”的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从而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

生产力，实现了粮食自给，解决了农牧民的温饱问

题。1996 年开始土地二轮承包，1998 年全面完成，

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稳定和完善了农村牧

区的基本经营制度。2004 年，内蒙古比全国提前

3 年全面取消了牧业税，2005 年，比全国提前 1 年

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彻底解除了农牧民土地承包关

系的税费负担。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继续深化农村牧区

新一轮改革。2017 年，基本完成了草原确权承包

工作 ；2018 年 9 月，基本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农牧民的草场和承包地有了“身

份证”，让农牧民吃上了“定心丸”。

2018 年以来，为实现农牧业由高速发展转向

高质量发展，我们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 10 大三年行动计划，强力推动绿

色兴农兴牧、质量兴农兴牧、品牌强农强牧，大

力培育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龙头企

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牧区生产关

系和经营方式的变革，带动了农牧业科技进步、

适度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和农牧民持续增收。主要

农作物良种率和家畜良种化率从改革初期的 60%

和 29% 提高到现在的 98% 和 90% 以上，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3.5%，农牧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 54%。2017 年，农牧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2584 元，是 1978 年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 131 元的 96 倍。

三次突破性发展奠定了粮食大区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粮食生产的发展滞后于粮食

需求的增长。为此，1987 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政府决定把“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作为三项奋斗

目标之一，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粮食生产发展的

政策措施，各地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重要地位来

抓，到 1990 年，内蒙古粮食自给问题得到根本解

决，结束了多年来吃粮靠调入的历史。

1992 年，内蒙古粮食产量突破 1000 万吨，开

创了内蒙古粮食生产发展的新纪元。1996 年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到 500 公斤以上，由全国第 26 位跃

居为第 3 位。2005 年内蒙古成为了全国十三个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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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主产省区之一。到 2008 年，内蒙古的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首次突破 2000 万吨关口，达到了 2101 万

吨，进入全国前 10 位，每年可调出粮食 1000 万

吨，成为全国六个粮食净调出省区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进一步加大了强农惠农力度，内蒙古粮食生产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实施了“节水增粮行动”，大

规模推广应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高效节水农田

达到 4201 万亩，为粮食持续稳产增产提供有力支

持。2013 年粮食总产量达 3070 万吨，粮食产量首

次突破 3000 万吨大关，到 2018 年内蒙古粮食产

量连续 6 年稳定在 3000 万吨以上，是国家名副其

实的“粮仓”。

三次跨越式发展奠定了畜牧业大区地位

内蒙古在牧区改革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1984 年，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草场承包经

营、牲畜作价归户”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解决了

养畜的“大锅饭”问题 ；1989 年落实“双权一制”

（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责任制），解决了

牲畜吃草的“大锅饭”问题，两次重大改革，初步

形成了适应内蒙古畜牧业经济的经营体制，促进了

牲畜头数的快速增长。1989 年内蒙古牲畜总头数

首次突破 5000 万头（只），1995 年达到 6065 万头

（只），比 1978 年增长了近 2000 万头（只），畜牧

业生产跨越到数量快速增长期。

为解决内蒙古畜牧业靠天养畜的被动局面，

1996 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增草增畜，提高质

量，提高效益”的“双增双提”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战略，开始建设型畜牧业发展，畜牧业生产基础

设施条件不断改善，生产能力不断加强，2005 年

牲畜存栏量首次突破 1 亿头（只），2014 年，牧区

过冬畜折合羊单位暖棚面积达到每只 1.1 平方米，

内蒙古仔畜成活率达到 98％以上，防灾减灾能力

在全国五大牧区处于领先水平，畜牧业跨越到建

设型发展阶段。

2015 年内蒙古出台了《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

快发展的实施意见》，畜牧业生产进入了黄金发展

期。内蒙古深入推进结构调整，优势畜产品逐步

向优势产区集中，集中度达到 80% 以上，奶牛、

肉牛、肉羊、绒山羊等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畜

产品产业带已经形成。实施牲畜“种子工程”，畜

禽良种化率达到 90% 以上，标准化生产配套技术

覆盖率达到 60％以上。牧区家庭牧场和农区标准

化养殖已成为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方式，畜牧业跨

越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7 年， 肉 类 总 产 量 达 到 267.6 万 吨， 是

1978 年 的 12.8 倍 ；牛 奶 总 产 量 达 到 693 万 吨，

是 1978 年 的 95.7 倍 ；畜 牧 业 产 值 达 到 1200.56

亿元，是 1978 年的 142.6 倍 ；占第一产业比重达

42.7％。内蒙古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加

工基地，牛奶、羊肉、绒毛产量、草业均居全国首

位，牛肉产量全国第三，具备每年稳定向区外调出

500 万吨牛奶、150 万吨肉类的能力，全国 1/4 的羊

肉、1/5 的牛奶来自内蒙古，是国家名副其实的“奶

罐肉库”。 

农畜产品加工业成为内蒙古第三大支柱产业

进 入 新世 纪，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牧业产业化发

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农牧业产业化取

得快速发展。伊利、蒙牛、鄂尔多斯、科尔沁牛

业、小尾羊等农牧业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国

家级和内蒙古自治区级龙头企业达到 38 家和 583

家，牛奶、羊肉、羊绒、葵花籽、杂粮杂豆等加工

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乳业成为超千亿级产业 ；

2017 年内蒙古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农畜产品加

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053.1 亿元，比 2006 年增

长 166.8%，年均递增 9.3%，农畜产品加工率达到

63% ；蒙牛、蒙羊、蒙草、蒙稻等“蒙字号”品牌

和锡林郭勒羊肉、科尔沁牛肉、河套小麦、河套

瓜子、兴安盟大米、乌兰察布马铃薯、阿拉善双峰

驼、鄂尔多斯绒山羊、通辽黄玉米、赤峰蔬菜小

米、呼伦贝尔三河牛、乌海葡萄等区域公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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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树越亮，其中通辽黄玉米、科尔沁牛、乌兰察布

马铃薯 3 个区域品牌价值超百亿元 ；有机农畜产

品产量 1251.5 万吨，居全国首位。内蒙古绿色农

畜产品逐渐受到全国消费者的青睐。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农牧业生产保驾

护航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关注。从 2011 年起，内

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

内蒙古 12 个盟市和涉农涉牧旗县全部建立了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12 个盟市级、93 个旗县

级检测机构获得批准建设，监管、检测人员达到

4200 多人，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生产

经营者主体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连续 15 年开展了

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

目前年定量检测农畜产品样品 1.5 万批次以上，速

测筛查样品 15 万批次以上，对不合格产品全部进

行了溯源查处。持续开展了专项整治、监督抽查、

农资打假、追溯管理等工作，狠抓重大节日和集中

消费节点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近 5 年来内蒙古共出

动农牧业综合执法人员 23 万余人次，查处假劣农

药、兽药等农资案件 4702 件。内蒙古自治区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连续五年稳定在 96% 以

上，未发生过重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能力稳步提升

1984 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草原管理条

例”，这是内蒙古也是我国第一部保护建设利用草

原的地方性法规。目前，已形成“一法两例两规

章”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1983 年全国第一个草

原监督管理机构在内蒙古成立，草原执法监督机

构和队伍建设逐步健全，目前内蒙古有草原执法

机构 107 个，有效打击了破坏草原的违法行为。自

1982 年以来，全面开展天然草地资源监测工作，

为各级政府宏观决策和指导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及

畜牧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1 年以来，内蒙古累计落实草原生态补奖

政策资金 455.6 亿元，禁牧 4.05 亿亩，草畜平衡

6.15 亿亩，签订禁牧、草畜平衡责任状 115 万多

份，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草原生态恢

复，每年有 140 多万户、490 多万农牧民从该政策

中受益。同时，为缓解天然草原压力、补充饲草

料不足，内蒙古每年人工种草面积达 3000 万亩以

上，年均生产饲草 500 万吨。饲草料供给能力的

不断增强，使天然草原压力得到有效缓解，草原

植被盖度达 44%，恢复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水平。

农村牧区面貌发生了沧桑巨变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政府大力实施农村牧区基础建设工程，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14 年以来，累计投资 1450

多亿元，在内蒙古 4 万多个行政村和较大的自然

村，全面实施了危房改造、安全饮水、街道硬化等

工程，近 140 万户农牧民住进了美观大方、温暖舒

适的新居 ；近 400 万农牧民和学校师生喝上了安全

水 ；近万个嘎查村的农牧民走上了水泥路 ；新建标

准化卫生室 8200 多所，230 多万人领上了基本养

老保险和高龄津贴。“走上水泥路，住上安全房，

喝上干净水，看上放心病，领上养老金”在广大农

村牧区变成了现实，农牧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大幅提升。

为农牧 业 更 强，农村牧区更美，农牧民更

富，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应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农

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

发展 10 大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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