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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鲁

一、成效显著，基础稳固

粮食生产“十七连丰”。2018

年以来粮食总产连续 3 年超过

700 亿斤，2020 年全区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 1.33 亿亩，其中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 1.03 亿亩，粮食

产量达到 732.8 亿斤，同比增长

0.3%。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

提升，建成高标准农田 4125 万

亩，12.2 万亩盐碱地改良试点基

础建设基本完工，实施黑土地保

护利用 110 万亩，完成保护性耕

作 759 万亩。

畜牧业生产“十六连稳”。

2020 年， 牲 畜 存 栏 7279.4 万 头

（ 只 ）， 较 上 年 增 加 247.8 万 头

（只），增长 3.5%，其中生猪存栏

534.1 万头，增长 24.3%，恢复到

2017 年的 105.6% ；猪牛羊禽肉

类产量达 260.7 万吨，同比增长

1.5% ；奶业振兴步伐加快，牛奶

产量 611.5 万吨，增长 5.9%。羊

肉、绒毛产量全国第一、牛肉产

量全国第二，奶业多项指标全国

领先，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更

为稳固。

农牧业产业化程度持续提

高。建设草原肉羊和河套向日葵

2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启动建设察右前旗马铃薯国家

级、和林格尔县奶业等 7 家自治

区现代农业产业园、10 个农牧

业产业强镇，科左中旗成功创建

肉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认

定 78 家自治区级龙头企业，农

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5%。

新认定 10 个内蒙古特色农畜产

品优势区，对呼伦贝尔三河马等

11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实施了保

护工程。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量

位居全国前列，“天赋河套”、呼

伦贝尔肉羊、兴安大米、赤峰小

米、锡林郭勒奶酪等区域公用品

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蒙字号”

优质农畜品牌越树越亮。

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

升。“十三五”期间，科技装备

水平稳步提升，2020 年农牧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56% ；全区

农牧业机械总动力 4057.1 万千

瓦，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

百分点 ；全区高效节水面积达

到 2811 万亩，化肥、农药继续

保持负增长，秸秆综合利用率

85%、地膜回收率 80% ；全区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6.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启动试行农

畜产品合格证制度，全区农畜产

品检测合格率达到 98.7%，“两

品一标”产品总量达到500万吨。

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一）发展机遇

政策驱动力增强。党中央、

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

作，制定了产业融合发展、扶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进农业补

贴方式、发展融资担保金融支农

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新举措。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三农

三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先后制定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
形势与举措

摘  要 ：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是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重要战略定位和重大政治责任。

“十三五”时期，内蒙古农牧业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基

地）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十四五”，基地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内蒙古要抢抓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随着各项政策举措落地显效，资源优势、产业潜能将进一步释放，基地建设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基地建设 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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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等政策文件，势必进一步

为促进内蒙古农牧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和基地建设迎来重大机遇。

市场驱动力不断增强。消

费结构升级加快，城乡居民的消

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高

品质化特点，休闲观光、健康养

生消费渐成趋势，农牧业发展的

市场空间巨大，将支撑引领内蒙

古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跃上

新台阶。

技术驱动力持续提升。世界

新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新一轮

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生

物技术、人工智能在农牧业中广

泛应用，5G、云计算、物联网、

区块链等与农牧业交互联动，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引

领农牧业转型升级。

（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

大。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格

局产生冲击，全球供应链调整重

构，国际产业分工深度演化，国

际环境错综复杂、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因素日益增加。与此同时，

内蒙古农牧业在连续多年增产增

收之后，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约

束日益趋紧，要在高基数高水

平上，继续提高农牧业产出效

益、延续农牧业发展的好势头

任务很重。

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

薄弱。耕地质量等别偏低，整体

产能不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标

准低、配套差、后续投入不足。

农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亟需加快。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科技技

术创新能力不足。内蒙古虽然

是农牧业大区，但是种业研发

能力不强，自主知识产权优质

品种占比不高。奶牛、肉牛核心

种源依赖进口，农作物自主知识

产权品种自给率比较低，玉米仅

为 35%，马铃薯不足 10%，苜蓿

80% 依赖进口。

产业链条延伸不充分。农

畜产品加工初级产品多，精深加

工产品少，产业链条短，加工增

值率低，加工转化率为 65%，

比全国低大约 3 个百分点。休闲

农牧业、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相对滞后，乡村产业转型

升级任务艰巨。

三、稳步推进，高质量

建设

（一）稳定主要农畜产品供给

内蒙古“十四五”规划纲

要明确了农畜产品主产区的主体

功能定位，明确了发展方向和建

设重点。要立足主体功能定位，

在高质量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加快农牧业现代化上聚焦

聚力。

稳定粮食生产。要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紧紧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

害”，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保持稳定，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上体现新担当新作为。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确保国家核定全区的耕地保有

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粮

食生产功能区面积不减少。加强

以高效节水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抓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盐碱地改良、耕地地力提升，真

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深

入实施种业发展行动，聚焦区域

优势农作物和畜禽，集中开展科

技攻关，提高育种创新和良种繁

育能力，缩小玉米、大豆、马铃

薯等品种和国内先进水平的差

距，摆脱肉牛、奶牛、饲草核心

种源进口依赖，努力在乳、肉、

草和玉米、马铃薯等优势特色产

业上形成领先优势。

增加畜产品供应。充分发

挥内蒙古畜牧养殖的传统优势，

全面提升乳肉等绿色畜产品安全

供应保障能力。大力推动奶业振

兴，重点抓好沿黄、西辽河、嫩

江三大流域和锡林郭勒、呼伦贝

尔两大草原 37 个旗县区的万头

奶源基地建设，推动伊利、蒙牛

种养加一体化十大产业集群建设

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开展好传统

牧区加工厂和手工作坊标准化试

点建设，推动传统乳制品产业升

级。发展肉牛、肉羊规模化和标

准化养殖，支持马、骆驼等特色

产业发展。稳定生猪生产恢复势

头，抓好重点龙头企业达产扩

能，带动中小养殖场标准化、绿

色化发展。

（二）推动绿色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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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多数农村牧区的水

是清洁的、土是干净的，这就是

生产力也是竞争力，必须保护好

利用好这个优势，积极发展生态

农牧业。

净化产地环境。坚持不懈

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动化

肥农药继续保持负增长，抓好

化肥农药减量、“白色污染”治

理、畜禽粪便和秸秆资源化利

用。引导适宜地区能不覆膜就

不覆膜，加大非标地膜生产流

通使用的执法力度，大力推进

机械化捡拾、以旧换新、旧膜回

收利用。加快培育秸秆收储运社

会化服务组织，指导开展技术示

范、模式集成，提升科学利用水

平。加强土壤污染、地下水超

采等治理和修复，推动农牧业清

洁化生产。

提升质量安全水平。大力实

施农牧业生产标准化行动和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提升行

动，严格落实生产主体责任，加

快试行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

制度，稳定健全县、乡两级监管

检测队伍，推进网格化监管，深

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瞄准消费结

构升级趋势，完善全程标准化生

产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好追

溯挂钩衔接工作，健全从农田牧

场到餐桌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加快实现质量兴农兴牧、产出优

质优价。

（三）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产

业振兴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我们要着力打通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堵

点、断点，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

产业链往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

高端攀升。

打造专业化、规模化产业集

群。依托肉牛、肉羊、绒毛、马

铃薯、玉米、草业等产量优势，

培育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现

代农牧业产业园、农牧业产业强

镇、农牧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一批农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基地

和精深加工示范基地，持续推动

奶业、玉米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和肉牛、肉羊、饲草等 9 个百亿

级产业集群建设。

加快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深入实施农牧业品牌提升

行动，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构建特色鲜明的农牧业品牌体

系，做优“蒙字标”品牌，推动

更多优质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

牧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电

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

村产业发展向广度深度进军。

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经营

体系。持续推进合作社质量提升

整县推进试点、家庭农牧场示范

创建、社会化服务示范旗县和龙

头企业培育，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形成企业、新型经营主体与

农牧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

工合作的格局，让农牧民更多分

享产业增值收益。

（四）提升农牧业科技贡献率

内蒙古强化现代农牧业物

质技术装备，推动设施化、机械

化、绿色化和数字化，给现代农

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提升物质装备水平。加强

机械化技术研究创新和示范推

广，加大粮食生产加工薄弱环

节、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等农机具

购置补贴力度，加快补上烘干仓

储、冷链保鲜等现代农牧业物质

装备短板，特别是要立足装备制

造比较优势，提高农机装备自主

研发能力，支持高端智能农机研

发制造，推动农牧业生产全程机

械化。

发展数字农牧业。建立农

牧业大数据体系，运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发展智慧农牧业，

深入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和

“互联网 +”农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

牧业高度融合，引领驱动农牧业

现代化不断向前迈进。

健全科技创新推广体系。

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加快打通科技进村入户的通

道，促进政府公益性服务和市场

社会化服务协同发力，加强供需

对接，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提高

科技服务效能。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宏观

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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