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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的 农 牧
业发展，已经进入了
一个深层变革的时
代。

一方面，农牧业
生 产 实 现“ 十 三 连
丰”“十二连稳”，粮
油薯菜、乳品肉类等
重要农畜产品供给
充裕，农牧民收入突
破万元大关。

另一方面，农牧
业发展的深层次矛
盾也逐步凸显。农
牧业科技含量不高、
竞争力不强等短板
日益突出，支撑农牧
业发展的资源环境
已逼近极限，亟待提
质增效。

专家分析，内蒙
古的农村牧区正处
于变化最大、发展最
好的时期，但同时也
是矛盾最集中、挑战
最严峻的时期。

在 这 个 关 键 阶
段，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决策层面、与农
牧业发展相关的执
行层面，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意识到，仅靠
传统的农牧业发展
方式，实现持续增收
和进入农牧业现代
化的希望渺茫。

新形势下，如何
把准农牧业改革的
命脉，推动土地草牧
场 经 营 权 有 序 流
转 ，加 快 构 建 新 型
农 牧 业 经 营 体 系 ，
提高农牧业经营集
约 化 、规 模 化 和 产
业化水平？

破 题 的“ 牛 鼻
子”，惟改革一条出
路。

围绕进一步稳定农村牧区经营制度，保障和赋
予农牧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我区全面开展了农村
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确权工作，揭开了深化农村牧区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推进土地草牧场有序流转、
释放农牧业发展活力新的一页。

“土地草牧场确权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
改革事项中，与农村牧区关系最大、最重要的一项改
革。”自治区农牧业厅厅长郭健如是说。在他看来，无
论是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土地草牧场确权，还是从原始
落后的农牧业生产到新型农牧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我
区深化改革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农牧民
瓮有余粮，手有余钱。

农牧业经营管理站站长杨印成回忆：自治区成立
之初，我区农牧业生产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的土地草牧场改革，极大解放了内蒙
古农村牧区的生产力，解决了当时农牧民如何吃饱饭
的问题。

到了 1999 年，全区 98.9%的嘎查村完成土地草
原延长承包期 30 年的任务，成为全国较早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实行草原“双权一制”的省区。
10 年之后的 2009 年，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牧
区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赋予农牧民更加充分而有
保障的土地草牧场经营权，保障了现有土地和草牧场
承包关系稳定并保持长久不变。

2014 年，全区农村牧区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5 年 9 月，内
蒙古率先在全国颁发草原确权第一证。

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潮再次激发了内蒙古农
村牧区的发展活力。对于内蒙古而言，推进此项重大
改革，必须有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进行第一次农村经
营体制变革那样的勇气和魄力。

作为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整省推
进试点，内蒙古扎实有序地推进土地草原确权工作。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91 个旗县、9570 多个村开展了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测面积 5800 多万亩、940 多
万块承包地，约占全区二轮承包合同面积的 58%；草原
确权承包试点旗共落实草原所有权面积 27156 万亩，使
用权面积 967.9 万亩，草原承包经营权面积 26657.2 万
亩。

“稳定农村牧区承包权，让农牧民的土地草牧场有
了‘身份证’，把他们想解而难解之忧化于无形。在这
个基础之上，我区土地草牧场经营权有序流转面积不
断增加，规模经营效益逐步显现。”杨印成说。

据了解，目前我区土地流转面积已经由 2012 年的
1671 万 亩 增 加 到 2016 年 3595 万 亩 ，年 平 均 增 长
23%。2016 年，土地流转面积占全区家庭承包经营土
地总面积的 36.4%，比上年增长 12.65%。流转的耕地
中，有 93%流转到种田大户、家庭农牧场、专业合作社
和农业企业。全区经营耕地规模在 50 亩以上的农户有
51.3 万户，占全区总农户的 11.3%。全区草原流转面积
由 2012 年的 6200 万亩，增加到 2016 年的 7500 万亩。

实践证明，发展多种形式的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
能更好地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产生更多的规模效益。

规模化经营带动着我区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迅速
发展，由分散小农户经营占主导向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多元融合发展转变的农牧业经营新格局正在形成。截
至 2016 年底，全区家庭农牧场达 4.3 万家,农牧民合作
社 7.77 万家，全区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农畜产品加
工企业 1907 个。

如果说多年前的各项改革解决了农牧民可以吃饱
饭的问题，那么，如今这一场深层次的改革解决的则
是，未来内蒙古的农牧业生产“谁来种地养畜，怎么种
地养畜”的根本性问题。

2017 年 3 月，《关于完善农村牧区土地草原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施意见》下发。“三权分置”
是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牧区实行草畜双
承包责任制和草原“双权一制”后，我区农村牧区改革
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是农村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
完善。举全力而为之，对于内蒙古意义重大。

农垦改革也是内蒙古农牧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
务。全区共有 12 个垦区，104 个国有农牧场，土地面积
约 7956.7 万亩，垦区总人口 49.5 万人，是我区现代化农
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垦区在深化农
垦改革方面都做了一些积极地探索和实践。2016 年
5 月，内蒙古《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正式出台，全区农垦改革全面推开并初见成效。全
区 12 个垦区全系统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1079 万亩，粮
食产量达 35.8 亿斤，排全国农垦第 3 位，其中油料达 4.3
亿斤，排全国农垦第 2 位；垦区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 90.9%，高于自治区平均水平；垦区牧业年度全系统
大小畜存栏 423 万头只，肉类产量 9.6 万吨，鲜奶产量
26.8 万吨。

在当前这场全新的农牧业改革中，随着“人与地”
这一最核心关系的微妙变化，内蒙古农村牧区与农牧
业的巨大变迁正在加速到来。

【农牧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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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牧业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
2016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
为新常态下全面深化农牧业改革的起跑令。

推进改革，总有壁垒在前，难题未解。推进农牧业
改革，更需要顺势而为，稳妥推进。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4
项要求：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
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我区农牧业系统积极转变发
展思路，由之前的就一产抓一产，转变为抓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以反弹琵琶的方式，抓好“输出”工程，形成
倒逼机制，通过“输出”来检验和审视农牧业生产，进而
带动加工、引导生产，全面推进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关键之举——优化调整结构。把增加绿色优质农
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调整优化
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种植业大力推
进“稳粮、优经、扩饲”，结构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结构。玉
米调减连续 2 年保持 13%以上的递减幅度；饲用农作物
面积同比增长 25.8%,全区粮经饲比例由 2016 年的 75:
17:8 调整为 73:17:10；畜牧业深入推进“稳羊增牛扩猪
禽”。羊存栏继续稳定在 1 亿头只以上，肉牛存栏同比增
长 7.8%；按照国家生猪布局调整，积极承接南方生猪转
移，温氏、家育、金锣等生猪企业纷纷落户我区玉米主产
区，生猪存栏超 1800 万头，同比增长 7.2%。

协调之举——农牧有效结合。循环发展思路清，种
养结合富农牧。充分依托内蒙古农牧结合的优势，形成

“为养而种，为牧而农，过腹转化，农牧循环”的新型种养
结构，做大做强农区畜牧业；在粮食主产区和农牧交错
区，开展粮改饲试点示范，推动种养结合，畜禽粪便还
田，改善耕地肥力，促进养殖业转方式、降成本、提效益，
实现循环发展；抓好 15 个粮改饲试点旗县、20 个草牧业
试点旗县、31 个养殖大县、9 个种养循环整县推进试点
和 2 个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县建设。

创新之举——输出引领发展。数质并重保供给，农
牧发展可持续。着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和流通，加快延
伸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是抓龙头促
融合，进一步提升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精深加工和综合利
用水平，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发展到 38 家和 583 家。二是紧联结促融合，采取财政追
加、2018 年开始列入财政预算安排 5000 万元，连续支持
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建设。三是建品牌促融合，开展 160
万只草原肉羊可追溯电子耳标试点，推动草原羊肉品牌
建设。目前，全区中国驰名商标中，农畜产品驰名商标
达 70 件。四是强输出促融合，通过“展会+电商平台+展
示直销中心”模式，反弹琵琶，带动加工、引导生产，助力
我区绿色农畜产品走出去，对接国内外市场。

（（本版文本版文//图均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提供图均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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