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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具有履行好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责任的

良好条件

（一）物质基础

内蒙古有优良的农业资源禀

赋，现有耕地 927.2 万公顷，是

全国耕地保有量过亿亩的 4 个省

区之一，人均耕地面积 0.365 公

顷，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 3.7

倍，在现有农业资源比较优势的

基础上，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了科技创新能力。

1. 耕地和水利建设。“十三五”

期间，建成高标准农田 275 万公

顷，改良盐碱化 耕地 10.48 万公

顷。2021 年新增高标准农田 30.67

万公顷，改良盐碱化耕地 0.81 万

公顷。农田水利建设方面， 2018

年有效灌溉面积 21.31 万公顷，

其中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9.77万公

顷 ；节水灌溉面积 19.51万公顷，

其中喷灌和滴灌面积 11.61 万公

顷，渠道防渗节水面积 5.14 万公

顷。“十四五”期间内蒙古加大了

农田和水利建设的步伐，为内蒙

古粮食连年丰产打好了基础。

2. 机械化水平。2020 年全区

机械播种面积为 800 万公顷，占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90.37%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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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收割面积为 670.38 万公顷，占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76.5%。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5 个百分

点，其中，内蒙古小麦、玉米、马

铃薯三大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分别达到 99%、90% 和 82%。

3. 加大了种子工程建设，提

高农业的科 技贡献率。内蒙古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有了上升，

2021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过 55%，得到了长足发展，全区

持证种子企业质量显著提升，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结构

进一步优化，推动了品种更新换

代的步伐，就杂交玉米种子生产

经营企业平均育种科研投入达到

利润 额的 7% 左 右。2019 年， 自

治区内自有知识产权玉米品种种

植面积占总面积的 35% 以上，向

日葵达到 58%，高粱达到 50%，

谷子超过 75%。常规杂交育种与

分子生物技术结合，选育出兆丰 5

号、巴麦 13 号等优质专用小麦品

种牌，推进了农产品的量质提升，

都为履行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

大责任奠定了优质的物质基础。

（二）生产经营基础

内蒙古有优良的资源禀赋，

造就了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优

势。2012 年内蒙 古粮食产 量首

次进入全国十强，首次人均粮食

超过 1000 公斤、单产达到 4500

公斤 / 公顷以上，粮食总产量超

过 2500 万吨以上，之后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总产量

基 本持 续提高。2020 年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达到 683.3 万公顷，

粮食总产 量 达 到 3664.0 万 吨，

实现“十八连丰”，已进入全国前

四强，粮食单产达到 5362.5 公斤

/ 公顷，人均粮食占有量 1483 公

斤，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474

公斤，是全国的 3.13 倍。

（三）政策基础

1. 激励政策方面。国家和相

关部门出台了耕地、草场、粮食、

良种、农机、产业发展等具体优

惠政策及各年的一号文件等 , 内

蒙古和相关部门对这些政策积极

落实落地，极大提高了农牧民生

产农产品的积极性。

2. 保障政策方面。农业保险

范围不断扩大，对农牧业稳定生

产起到“保驾护航”作用，解决

了农牧民的后顾之忧。2015 年以

来，自治区本级财政在全区范围

内给予保险保费补贴，表现为 ：

一是品种上逐步从粮食拓展到畜

产品 ；二是开始全域覆盖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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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到收入保险，保费和理赔

及时到位，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

忧。

二、加快推动内蒙古农产

品基地量质提升存在的突出

问题

（一）保障生态安全和提高

农牧业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矛盾

内蒙古属于温带到寒温带季

风气候区，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其中，沙漠面积为 22.67万平方

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19.16%，

当前全区已有一半以上国土面积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自治

区农牧业碳排放量较大、废弃物

较多。农牧业的碳排放量仅次于

工业居第二位，而主客观原因导

致的秸秆燃烧，也增加了碳排放

量 ；自治区平均每年地膜用量 10

万吨左右，但回收率和利用率不

高 ；牲畜年产粪污量 1.65 亿吨，

但种养结合不紧密，粪污处理压

力大，造成农牧业废弃物较多。

以农作物化肥使用量为例，2009

年以来发达国家认定每公顷农作

物化肥使用量的安全线为 225 公

斤 / 公顷，内蒙古农作物化肥使

用量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依然高

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因此，在

内蒙古一直努力提高农产品产量

的前提下，取得了粮食十八年连

丰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

成本代价，农田生产经营环境遭

受的污染程度不可低估，致使生

态环境较差，亟需改善。

（二）耕地质量低，影响内

蒙古农产品生产基地量质提升

在耕地方面，内蒙古现有耕

地 927.2 万公顷，占全区国土面

积的 8% 左右，坡度较平坦的耕

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88.57%，但

分布不均、质量低，且后备储量

耕地也非常有限。另外 , 内蒙古

农作物基本一年一季，复种指数

低，有部分耕地资源在农业生产

中还需要进行年际间的轮休，耕

地资源的整体质量较低。

（三）水资源短缺的硬约束，

影响内蒙古农产品生产基地量质

提升

水资源短缺是全国的普遍现

象，内蒙古更是干旱少雨的水资

源紧缺地区，只占全国水资源总

量的 1.6%，平均每亩 耕地占有

的水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

2019 年全区耗水量中农业总用水

量占总耗水量的 60% 以上。农田

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5 左

右，与发达国家的 0.7-0.8 有较大

的差距。水资源的严重透支，阻

碍了内蒙古生态安全和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制约着内蒙古农产

品量质提升。

（四）农村牧区产业支撑能

力弱，三产融合度有待提高

内蒙古农牧 业三产融合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发展速度较

快，但起步较晚、规模小，致使

内蒙古三次产业量质提升能力较

差，具体表现为，一是第一产业

基础薄弱。由于长期对农牧业、

农村牧区投入不足，农牧业基本

建设明显滞后，致使农牧业发展

基础并不牢固 ；存在着科技对农

牧业的贡献率比较低、生产方式

相对落后、农牧业技术含量低、

创新能力低、农牧业增加值低等

问题。二是三产融合度低，且第

二、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链缺

短 ；农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

不高 ；产业趋同化、产品同质化

较为严重，尚未形成优质高效农

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产业体系，

致使三产融合度低，与信息化、

数字化时代不相适应等问题仍然

存在，影响农村牧区农产品生产

基地量质提升。

三、内蒙古建立大粮食和

食品安全观，履行好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大责任的对策建议

（一）坚定不移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

1. 以农 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

革为主线，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

革。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统领，

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自上而下推进粮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树立“大粮食安全

观”，用系统理念构建全产业链

供应链，构建一个绿色、生态、

高产、优质、高效、智能、可追

溯的农产品安全体系。在保障内

蒙古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的前提

下，推动农业生产向粮食生产功

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

特色农产品优势集聚区高质量发

展，把内蒙古由农业大区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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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区，履行好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大责任。

2. 以需求侧管理为目的。以

需求为导向，不断降低农产品生

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产品产量和

品质，树立品牌意识，形成农产

品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

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

产品生产基地量质提升，满足多

档次、多样化的消费，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履行好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

（二）加强耕地基础设施建

设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1. 加强耕地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五”末，力争建设高标准

田总 量 为 366.67万公 顷 ；改 良

轻、中度盐碱地 13.33 万公顷 ；

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和保护

性耕 作行动，保护黑土区耕地

28.67万公顷。在奈曼等 64 个旗

县建设高标准农田 33.33 万公顷，

改造中低产田 66.67万公顷。积极

加强和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重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及大

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工

程，大力发展滴灌等节水灌溉工

程，完善灌排实施体系，增强水

资源调控和防洪抗旱减灾能力，

以最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逐

步解决自治区水资源短缺的瓶颈

问题，推进农产品量质提升。

2. 以良种繁育为基础，提高

农牧 业科 技创新能力。种子是

农牧 业的“芯片”，国家和自治

区给予了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

人才支持，自治区实施了种业发

展行动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加

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建设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提高育种创新，

推进育繁推一体化。根据内蒙古

“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农作

物良种繁育基地要稳定在 130 万

亩以上，畜禽、农作物优良品种

达到 10 个以上，提高种质资源

的自主性。

（三）进一步推动三产深度

融合

1. 推 进 全 产业链、 供 应链

延伸融合。一方面要推进全产业

链、供应链前向延伸融合，以优

质种质资源为基础，向农业环节

延伸，强化农业生资数量和质量

供给的及时性、稳定性，为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培育

农产品多层次的名特优品牌 ；另

一方面，推动全产业链、供应链

后向延伸融合，以农产品加工业

为核心，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原产

地初级与精深加工，推动农产品

向产后加工环节延伸 , 带动农业

后向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升级和农产品梯度增值。

2. 加快 推 进农牧 业三产融

合的数字化、现代化，拓宽农产

品销售渠道，提升价值链。立足

科技进步和模式创新，大力发展

农村牧区智慧农牧业、田园综合

体、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以及

农商直供、产地直销、个性化定

制等新型经营模式。在满足农牧

业生产的多样性和农牧民利益共

享及升值的条件下，依托名特优

品牌的农产品，促进三次产业融

合，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城乡互

补的区域性“全产业链 - 增值链 -

农民增收链”三链循环高效连接

的产业集群，推进高质量的“科

技 + 生产 + 加工 + 仓储 + 物流”

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促进内蒙古农产品量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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