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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从产

业兴旺开始。产业兴旺是推动乡

村振兴五句话总要求第一位的要

求，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 也是基

础。这个重点不突出、这个基础

夯不实，乡村振兴不了。什么是

产业兴旺 ? 怎么抓好产业兴旺 ?

对这个问题认识准、理解透，是

推动乡村振兴的前提。否则，乡

村振兴不了。

构建“三大体系”是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重要讲

话中强调 ：“要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 紧紧围绕 发 展现代 农 业，

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

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 进农民

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

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要发展

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

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创新力、

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

指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学

习理解。第一，实现产业兴旺，

要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牧业构建

产业体系，而不是在传统农牧业

上打转转。这些年，内蒙古尽管

有一些集约化经营程度较高的农

牧业合作组织的先进典型，但总

结推广不够，总体上还是在搞传

统农牧业，现代农牧业远远没有

破题。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

留在过去的老套路上，不仅难有

出路，还会坐失良机。其实，我

们停留在老套路、固守传统农牧

业模式，耽误了一年又一年 , 再

也耽误不起了。

第二，实现产业兴旺，要把

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牧民增收

上来，这是实现产业兴旺的根本

目的，农牧民收入有没有稳定较

快增长是衡量产业是不是兴旺的

最终标准。目前，经营性收入仍

然是内蒙古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

源，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决定

着农牧民收入的增长。这些年，

跟自己比，内蒙古农牧民收入年

年有增长 ；跟全国比，与全国平

均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

在拉大。这个差距由 2000 年的

215 元扩大到 2016 年的 754 元。

农牧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充分说

明，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发展的质

量效益与全国农业产业发展的质

量效益有很大的差距。

2011 年， 国 家促 进内蒙 古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若干意见

明确要求，到 2015 年内蒙古城

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众所周知，这个目标未能实现。

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打造出实现目

标 的产业 支 撑。2016 年 11 月，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再次提出城

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奋斗目标。最近，国家和内蒙古

2017 年统计公报相继公布了，内

蒙古农牧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

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 848 元。实

现十次党代会对全区各族人民庄

严承诺的艰巨程度可想而知，实

现产业兴旺的紧迫程度可想而知。

第三，实现产业兴旺，要加

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

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是习近平

总书记“三农”思想的重要内容。

2015 年 3 月，在全国“两会”期

间参加吉林省代表团审议时，总

书记第一次提出“三大体系”，要

求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

个重点。“三大体系”思想深刻回

布和朝鲁

乡村振兴产业始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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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新时代发展现代农业，兴旺

什么产业、怎么兴旺产业、谁来

兴旺产业的问题。

构建产业体系是基础

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

系，要解决的是发展什么产业、

发展哪些产业的问题，实质是调

整产业结构，推动多业并举，多

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不是停留

在过去的老套路上，不是只盯着

单一的种植业或养殖业，不是单

纯发展第一产业，而是努力拓宽

农牧业边界，着力拓展农牧业功

能，全力增加农牧民收入来源，

促进农村牧区生活富裕。在总体

上，内蒙古仍然延续着传统 农

牧业单一的种植业或养殖业经

营模式，远未形成多业并举的

产业体系。

加快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

系，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质量效益为导向，加

快调整种养结 构、种 植结 构，

发挥资源优势、突出自身特色，

统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业、服务业等，实现多业并举，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

发展文化、科技、旅游、生态等

乡村特色产业，振兴传统工艺，

扶持培育家庭工场、手工作坊、

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兴办环境

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

化 ；统筹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业，建设设施完备、功能多样

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

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 ；

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业

态，促进种植业、养殖业、林果

业、渔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农 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

展，带动农村经济繁荣，切实增

加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奠定坚

实的物质基础。

加快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

系，要以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质量效益为导向，

加快调整畜种结构、品种结构和

畜群结构，因地制宜发展肉牛产

业、肉羊产业、草产业、饲料产

业、青贮产业、畜产品加工业、

生 产生活服务业，实现多业 并

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旅游、生

态等牧区特色产业，振兴 传统

工艺，扶持培育家庭工场、手工

作 坊、嘎查车间，鼓 励兴 办 草

原友好型企业，实现牧区经济

多元化 ；加快发展森 林草原旅

游、河湖湿地观光、冰雪运动、

野生动物驯养观赏等产业，积极

开发观光畜牧业、游憩休闲、健

康养生、牧区民宿、生态教育等

服务 ；大力发展牧区电子商务等

新业态，促进畜牧业、饲草料产

业、畜产品加工流通业、畜牧业

服务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带

动牧区经济繁荣，切实增加牧民

收入，为牧区振兴奠定坚实的物

质基础。

构建生产体系是根本

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生产体

系，要解决的是怎么生产、怎样

发展的问题，实质是转变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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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提升农牧业科技含量来增加

农牧民收入。同样的产业、同样

的产品，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生

产，其质量效益大不一样。加快

构建现代农牧业生产体系，就是

要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牧业，

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牧业，用

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牧业，提升

农牧业科技和装备应用水平，大

力推进农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应

用，大力推进农牧业生产经营机

械化和信息化，增强农牧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 要坚 持质量 兴农、 绿色兴

农，推进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加强水利建设，提升耕地

质量，发展节水灌溉 ；增强转变

农业生产方式的紧迫感，尽快转

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种植业

无论种什么作物都要推广良种，

养殖业无论养什么畜禽都要养优

良品种，大力提高农业良种化水

平 ；从种到收的各环节都使用先

进机械，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

平 ；种植业和养殖业都要推广

先进实用技术，大力提高农业科

技化水平 ；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和

畜禽养殖特性，因地制宜发展智

能大棚，大力提高农业信息化水

平 ；种植业和养殖业都要制定科

学种植、饲养规程，推行标准化

生产，培育农产品品牌，大力提

高农业标准化水平。强化物质条

件支撑能力建设，提高农业良种

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

标准化水平，是构建现代农业生

产体系的要义所在。

构建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

要坚持质量兴牧、绿色兴牧，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草原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保护

绿色大草原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

式 ；因地制宜调整畜种结构、选

养优良品种，大力提高畜牧业良

种化水平 ；增强转变畜牧业生产

方式的紧迫感，尽快转变传统畜

牧业生产方式，在可使用机械的

生产环节都使用先进机械，大

力提高畜牧业机械化水平 ；积极

推广畜牧业生产各环节先进实用

技术，大力提高畜牧 业科 技化

水平 ；根据畜种养殖特性，因地

制宜发展智能棚圈、自动饲喂、

感应饮 水、 无人机 放牧等， 大

力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 ；制定不

同畜种科学饲养规程，推行标准

化饲养管理，培育畜种和畜产品

品牌，大力提高畜牧业标准化水

平。强化畜牧业物质条件支撑能

特稿 EXVLUSIVE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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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提高畜牧业良种化、机

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

水平，是构建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

的要义所在。

构建经营体系是关键

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经营体

系，要解决的是谁来经营、怎样

经营的问题，实质是加快培育新

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发挥其服务

带动作用，促进小农牧户和现代

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众多小农

牧户分散经营，是内蒙古基本区

情和基本农牧情。广大农牧民是

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牧业的主

体。围绕帮助农牧民、提高农牧

民、富裕农牧民，加快培育新型

农牧业经营主体，是关系农牧业

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是构建现代

农牧业经营体系的主要内容，是

实现小农牧户和现代农牧业发展

有机衔接的必由之路。

加快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

体，加快形成以农牧户家庭经营

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

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

现代农牧业经营体系，对于带动

农牧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截至 2017 年底，内蒙古

注册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8.21 万

家、入社农牧户 81.4 万户，家庭

农牧场 1.03 万家，有一定规模的

农畜产品加工企业 1800 家，农

牧业生产性服务组织 2.1 万个。

与全国比，内蒙古新型农牧业经

营主体数量少、质量低、服务带

动力弱。加快培养爱农牧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 业农牧

民，加快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

体，是建设内蒙古现代农牧业的

关键所在。

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经营体

系，应鼓励农牧民按照依法自愿

有偿原则流转土地草场经营权，

以 土 地、 草 场、 资 金、 劳 动、

技术、产品为纽带，积极发展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

合合作，依法组建 农牧民合作

社和联合社，依照章程加强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发挥成员积极

性，共同办好合作社，提升土地

草场适度规模经营水平 ；应鼓励

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

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

化、集约化生产的规模适度的家

庭农牧场，与农牧民合作社、龙

头企业开展产品对接、要素连接

和服务衔接，实现节本增效，并

使用规范的生产记录和财务收支

记录，提升标准化生产和经营管

理水平。

加快构建现代农牧 业经营

体系，应鼓励龙头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带动农牧民以土地

草场经营权入股产业化经营，推

广“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等模

式，完善订单带动、股份合作、

利润返还等利益联结机制，和农

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以“公

司 +”等形式开展农畜产品加工

流 通，提 供 技 术 培训服务，制

定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和服务标

准，示范引导标准化生产，提升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

争力 ；应培育多元化农牧业服务

主体，探索建 立技 术指导、信

用评价、保险推广、质量监管、

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公益性、综合

性农牧业公共服务组织，大力发

展机械作业、生资供应、技术推

广、改良配种、统防统治、储草

储料、建棚搭圈、粪污处理、集

中育秧、机种机收、全程托管、专

业服务、加工储存、电子商务等产

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的经营

性服务组织，提升农牧业社会化服

务水平。应将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服务带动农牧户数量和成效作为相

关财政支农支牧资金和项目审批、

验收的重要依据，提升农牧业经

营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社会

化、产业化水平。

乡村振兴产业始，产业兴旺

体系撑。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

大体系，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加快形成推动现代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

绩效评价、政绩考核，持之以恒

抓落实，发扬钉钉子精神，每件

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锲而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让广大农牧民

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作者系内蒙古党委原副秘书

长、政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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