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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坚持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2021 年全区粮食生产连

获丰收、肉类产量稳中有进、农

牧民持续增收，“粮仓”粮丰、

“肉库”肉足、“奶罐”奶满，为

2022 年稳住农牧业基本盘打下良

好基础。

一、全区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现状分析

2021 年，内蒙古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要求，

全区农牧业生产条件逐步改善 ，

农牧业经济总体运行稳中有进，

农牧业生产稳中有增，农牧业产

值较快增长。2021 年，全区完成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3815.1 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 ( 下同 ) 比上

年增长 5.0%，增速较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全区农林牧渔业

实现增加值 2259 亿元，同比增

长 4.8%，两年平均增长 3.3%。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1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9.2%，拉动 GDP 增长 0.6 个百分

点。

2022 年内蒙古农牧业形势分析与展望

粮食增产“十八连丰”。全

区压实党政同责，及时分解下达

粮食生产任务，农牧部门紧盯春

播、夏管、秋收全过程，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了“我为农民

增产送科技”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压茬推进粮食生产和防灾

减灾。全区粮播面积达到 1.03 亿

亩，增加 77 万亩，增量居全国第

4 位，粮食增产 35 亿斤，占全国

增量近 1/7，总产量达 768 亿斤，

全国排名上升2位，跃居第6位，

外调粮食 400 亿斤以上。农业产

值 1879.6 亿元，增长 4.8%，较上

年提高 4.5 个百分点。

乳肉稳升“十七连稳”。全

区开展动物疫病防控综合改革，

牢牢守住了动物防疫和农畜产

品质量安全底线。大力发展牛羊

优势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奶业

振兴，全区肉类产量达到 270 万

吨，同比增长 3.6% ；牛奶产量达

到 673 万吨，同比增长 10% ；牛

羊肉、牛奶、羊绒产量稳居全国

第一，外调肉类 150 万吨、乳品

500 万吨以上。牧业产值 1755.3

亿元，增长 5.4%，较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科技支撑“质量提优”。围绕

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成立 9 支

农牧业重大协同推广团队，探索

破解高质量发展难点和瓶颈。组

建 40 余个科技小分队深入生产

一线，推广玉米浅埋滴灌、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绿色高效技

术 350 多项。建设科技示范基地

202 个，绿色高效技术 358 个，

发布农牧业主推技术 53 项，遴

选新增科技示范主体 6.8 万个，

发布农牧业服务信息 112 万条，

上报农情 51 万条。科技促进化

肥、农药使用量保持负增长，地

膜、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稳步提

升。在脱贫旗县特聘农技员 293

人，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突击队”。加强了农

牧业与科技融合，杭锦后旗与全

国农技推广中心、巴林右旗与内

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成功申报共建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产业增强“品牌增值”。全区

形成肉羊、肉牛、大豆、向日葵

4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1 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扎赉

特旗国家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新培育 13 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

业，肉羊产业被确定为全国重点

链，科右中旗、商都县被确定为

摘  要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要求，稳住农牧业基本盘，持续推进农牧业发展稳中向好、稳中向新，聚

焦聚力抓好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着力推动我区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质量强区转变。

关键词 ：农牧业    高质量    发展  



22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肉牛、马铃薯全国链典型县，激

发了全产业链发展“新动能”。

实施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三年行动，天赋河套、兴安盟大

米、赤峰小米、呼伦贝尔羊肉等

区域公用品牌持续增值，1982 个

产品获得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

认证，429 个产品列入全国名特

优新名录，总量全国第一，助推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二、全区农牧业发展瓶

颈问题分析

当前，内蒙古农牧业进入新

发展阶段，全面推进农牧业现代

化任务艰巨，存在短板弱项发展

瓶颈问题。

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环

境约束矛盾加剧。虽然近年来内

蒙古农牧业生产连年丰收，已成

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区，但资源环

境约束问题日益凸显，粮食主产

区缺水矛盾突出，西辽河平原漏

斗中心区地下水位下降达 12 米，

黄河流域部分地区下降 2-8 米 ；

草原生态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矛

盾长期存在 ；农牧业面源污染等

问题亟待破解。

二是农牧业科技短板制约高

质量发展。当前基层农牧业技术

推广人员老化、人才断层、人员

流失问题严重 ；推广手段落后，

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长期存

在 ；农作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商业化育种体系方兴未艾，

种子基地建设水平不高 ；粮食单

产较低，2021 年全区粮食单产

372 公斤 / 亩，比全国平均单产

低 15 公斤。

三是产业发展向优质高效

转型更加紧迫。目前，内蒙古农

牧业发展大而不强，产业发展

“低、短、少”，品牌建设“杂、

少、弱”问题突出，农畜产品加

工转化率仅为 65%，较全国平均

水平低 3 个百分点 ；产业链条较

短，农畜产品加工业与农牧业总

产值比为 1.3:1，与全国平均水平

2.4:1 差距较大。品牌建设存在重

创建、轻保护，重营销、轻管理

现象，特别是企业产品品牌杂、

知名品牌少。全区羊肉品牌 500

余个、牛肉干品牌 1000 余个，

但全国知名品牌寥寥无几。

三、2022 年全区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展望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

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要

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

向，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

政治责任，扎实推动农畜产品生

产基地优质高效转型，切实抓好

粮食和重要农畜产品生产供给，

攻坚克难提升大豆和油料产能，

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兴牧，持续巩

固农牧业连丰连稳态势。

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油

料供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产量保

持在 750 亿斤左右。攻坚克难扩

种大豆油料作物，充分发挥项目

和生产者补贴引导作用，农垦和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作用，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团队科

技支撑作用，增加大豆种植和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挖掘

旱作区域油料作物种植潜力，提

升油料产能。

二是稳定重要畜产品供给。

深化动物疫病防控综合改革，推

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加强特聘防

疫员队伍建设。大力实施肉牛肉

羊发展五年行动计划，加快草畜

一体化发展，继续保持肉产量稳

定在 260 万吨。健全饲草料供应

体系，因地制宜推行粮改饲，推

动苜蓿、燕麦产量力争达到 300

万吨以上，青贮玉米收储量保

持在 3500 万吨以上，饲料产量

500 万吨以上。聚焦奶业 10 大集

群规划建设的 108 个牧场工期进

度，着力打造一批建设水平高、

生产效益好的奶源基地。稳定生

猪生产和水产养殖。稳定生猪养

殖政策，力争繁母猪存栏 56.3 万

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 1200

家以上 ；落实自治区养殖水域滩

涂规划，强化水生生物养护，规

范增殖放流，确保全区水产品产

量稳定在 10.5 万吨以上。

三是强化科技兴农兴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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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国家基层农技推广改革和建设

项目，组建 10 支以上重大技术

协同推广团队，成立 50 个科技

小分队，重点围绕农牧业重大技

术推广应用、病虫害防治、动物

疫病防控等方面，深入田间地头

为农牧民送科技。依托国家高素

质农民培育项目，发挥自治区、

盟市、旗县三级农技推广体系优

势，采取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相结

合，组织推广、土肥、植保、种

子等方面的专家通过发送科技微

视频和深入农户田间地头等多种

方式，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技

术培训指导服务工作，为农牧业

生产保驾护航。加强与国家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试验站有

关专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及科

研院所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坚

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引导

开展新品种联合攻关和技术创

新，不断提升产业科技创新支撑

能力。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梳

理农机装备短板弱项，重点提高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薄弱环节

机具补贴比例，引导农机企业、

科研单位按需求开展研发，加快

研制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专用机具。

四是推动农牧业产业化品牌

化。推动农畜产品加工业向主产

区、优势特色产区梯度转移，大

力创建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国家级产业强

镇，坚持自治区级产业化龙头企

业和产业化示范联合体数量与质

量并重，打造乡村产业发展“新

雁阵”。全力推动奶业、肉羊、

肉牛、大豆、马铃薯、羊绒等 6

个自治区重点产业链建设，落

实“链长”工作机制，有效推动

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依托

优势产业，实施百家企业进内蒙

古行动，大力引进国家级龙头企

业来内蒙古建园区、建基地、建

工厂，将农牧业生产向加工、流

通、品牌、销售等方面拓展，做

好项目实施指导和服务，大力发

展粮油、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

产业。实施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三年行动，推动以“蒙字

标”为引领的农畜产品区域品牌

建设，充分发挥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和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品牌效

应，实行新认证产品检测费补贴

政策，调动企业认证积极性，力

争每年新增认证产品产量增加

6% 以上，示范带动农畜产品品

牌发展。

2022 年，内蒙古将聚焦聚

力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着力推动全区由农畜产品产

量大区向农牧业质量强区转变，

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打造若干优势农畜产品产业

带和特色农畜产品优势区，推

动农牧业绿色化、集约化、优质

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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