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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农村什么样？乡村振兴怎么
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乡村振兴产
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
济强才能人气旺。近几年来，阿拉善
盟从干旱缺水的实际出发，发展优势
特色产业。以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出台了《推进农牧区经济结
构调整加快农牧业优势特色产业化发
展的指导意见》等7个配套政策，推进
有机农业、高端畜牧业、特色沙产业、
精品林果业、休闲农牧业“五大产业”
发展，推动农牧区一二三产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

该盟按照农业收缩、农村整合、农
民集中的总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制度，严禁新开耕地，以水定耕
地、定作物，发展高效节水特色农业。
全盟耕地控制在48万亩，其中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下降14%，经济作物、牧草
种植面积分别上升8%和100%；让一
大批农牧民从事特色农业致富。

“这大棚蔬菜可是我们嘎查的致
富宝。不仅销往银川、武威、景泰等周
边城市，还远销到北京、西安、呼和浩
特市等地。”家住在阿左旗巴彦霍德嘎
查的蔬菜大棚种植户李菊花说。前
年，在政府帮扶下，她家开始承包温棚
尝试种植沙葱，并加入华颖沙葱农民
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棚蔬菜。如今在
节水大棚产业的带动下，每年纯收入
达6万多元。提起现在产业致富，李
菊花总是有唠不完的话。

推进农牧区绿色发展。乡村振兴
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
牧区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阿拉善是
抗御风沙侵袭的重要生态屏障，是全
区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方。近几年
来，该盟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认真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采取严禁新开耕地、关井
压田、以水定地定作物、严格落实禁牧
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等举措，最大限
度地减少农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从而实现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
双赢。并依据绿色生态和独特旅游资
源，在全区率先提出要把阿拉善打造
成国际旅游目的地目标，大力发展文
化旅游业，提高了阿拉善的美誉度。

“你看这草原绿了，来旅游的人也
多了，正是我们挣钱的好时机。现在
我依托嘎查美丽的生态环境搞旅游服
务业每年收入达15万多元。”每天一
大早，家住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腾
格里额里斯镇乌兰哈达嘎查牧民王进
飞就牵着自家的马匹来到通湖草原景
区开始一天的工作。位于腾格里通湖
草原的乌兰哈达嘎查，近年来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
念，依托生态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抓手，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乡
村旅游发展，实现了产业振兴，农牧民
增收。

培育农牧区文明乡风。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是保障，振兴乡村，既要富口
袋，也要富脑袋，不能让传统乡村文化
被破坏、被取代。近几年来，阿拉善盟
在统筹推进农村牧区物质文明“硬件”
建设的同时，同步推进精神文明“软件”
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美
丽乡村”建设，实现“物的全覆盖”向“人
的新变化”转变。建设文化活动室、文
化广场，设置敬老孝亲、村规民约、团结
友善等内容文化墙、宣传栏，开展“十星
级文明户”、最美家庭、美丽庭院、乡风
文明示范嘎查等评选活动，农牧民思想
观念和精神面貌悄然发生变化，喝酒打
麻将的少了，上网找致富门路的多了；
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学科学文化的多
了；懒惰怕苦的少了，田间忙碌打工挣
钱的多了，向往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的热情和干劲空前高涨。

夯实农牧区基层基础。乡村振兴
离不开有效的治理。如今，阿拉善盟
各嘎查村都建设了活动阵地，通过建
立规章制度、健全档案资料，做到阵地
建起来、牌子挂起来、制度立起来、党
旗飘起来。一批年富力强、学历较高、
经验丰富的干部和致富能手进入基层
党组织班子。组建引领工作队 453
个、嘎查村便民服务队 122 个，选派
4000多名党员干部驻村蹲点，他们与
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党员干部和
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这几天，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
乌兰格日勒嘎查额尔登达来家，党员

们正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额尔登达来说：“周边牧民党员
离嘎查集中学习的地方比较远，我就
利用自家现有条件集合大家一起学
习，方便党员们参加组织生活。现在
组织部还给我挂牌党员中心户，制定
了工作制度。”额尔登达来是嘎查致
富带头人，作为党员中心户，他联系
嘎查沿河地区6名党员，集中学习传
达党的声音，激活了基层党组织的神
经末梢。

提高农牧区民生保障水平。乡村
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乡村振兴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是让农牧民生活得更
美好幸福。近几年来，该盟以建设美
丽乡村为基础，注重城乡统筹和资源
共享，根据农牧区不同区位条件、村庄
人口聚集程度，补齐农牧区教育、医疗
等短板，让进城的农牧民充分享受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让农牧区的孩子得
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农牧民在
盟内或就近看病就医有更高的报销比
例，让守土戍边的农牧民能够留得下、
守得住、有保障。2017年，该盟民生
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3%。
2018年该盟农村低保标准在2017年
基础上增幅15%，保障标准达到年人
均7480元，农村牧区特困人员供养标
准在2017年基础上增幅44%，提标后
供养标准统一达到年人均14000元。
通过对农牧区一系列民生保障措施，
为该盟农牧民书写出了一幅住有所
居、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的幸福画卷。

近期，阿拉善盟的乡村振兴规划
提出，到2020年，全盟农牧业优势特
色产业种植面积达278万亩，优势特
色畜种存栏规模达170万头（只），各
旗区初步形成 1—2个资源比较优势
大、产业链条延伸长、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区域性农牧业
优势特色产业，全盟五大特色产业实
现总产值140亿元，农牧民人均经营
性收入达到４万元，农牧业特色产业
的产值占到大农业总产值的 70%以
上，将阿拉善打造成国家沙产业示范
基地……乡村振兴的号角催人奋进！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阿拉善盟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图景一定能
如期实现。 （本版图片由徐爱翔
史夏濛 邰芳 杨学荣提供）

蓝天白云下，花栖苗圃,绿绕篱墙；一条条整洁平坦的村道、一幢幢宽敞亮丽的新居映入眼帘；圈舍
内羊肥牛壮，田间地头果蔬观光采摘、农畜产品加工等一个个产业发展项目展示着美丽乡村的发展活
力……如今，在阿拉善这座西北边陲之盟，这样的乡村美景已成为寻常风景，整洁有序、乡风文明相互
交融的美丽乡村正和着“乡村振兴”的号角声，在边陲大地铺展开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九大后，总书记多次谈及“三农”问题，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的号角持续吹响，现在的阿拉善盟正牢牢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
把规划放在首要位置，做到规划先行，因地制宜、随形就势，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不强、
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
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质量。在阿拉善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
欠发达地区，如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
略，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
实现。

对于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阿拉善盟的决策者高瞻远瞩早已有
清晰的思路。该盟委、行署从阿拉善
不是粮仓、不是牧场、不是矿山，而是
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考量，指出：
阿拉善盟坚持五个注重，一张蓝图绘
到底，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注重
规划衔接。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基
础上，对照中央和自治区新要求，进
一步做好规划修改、完善、提升，不重

复规划花冤枉钱。注重布局合理。
按照农业收缩、农村整合、农民集中、
牧业适度发展、牧区合理布局、牧民
守土戍边的总体思路，统筹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工农互促、城乡
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注重因地制宜。量体
裁衣、精准施策，充分尊重农牧区的
差异和特点，坚决避免千村一面、一
哄而上，搞形象工程。注重生态保
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
路，构建稳定可持续的田园牧歌生态
系统，打造让农牧民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注重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土
地草牧场制度、农牧区集体产权制
度、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改革，让

农牧区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农牧民积
极性创造性迸发出来，让支持三农三
牧力量汇聚起来。

清晰的思路为阿拉善盟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了实施依据。乡村振兴改善
村容村貌是基础。据悉，2014 年至
2016年，阿拉善盟“美丽乡村”建设工
程完成投资52.31亿元，完成原投资计
划的150%。让全盟178个行政嘎查
村、29个自然村人、2.68万户、7.44万
农牧民受益。

通过扎实推进农村牧区“美丽乡
村”建设工程，优化了该盟农牧区生产
力布局、增强了农牧区公共服务能力、
提高了乡村文明程度、进一步缩小城
乡差距，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
坚实基础。

坚持五个注重 一张蓝图绘到底

五项工作齐发力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巴彦浩特农牧业科技示范区科技新

产品展。

养殖场让农牧民实现了致富的梦想。

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乡村旅
游发展，实现了产业振兴，农牧民增收。

巴音毛道农场的新面貌。

巴彦霍德嘎查从移民村变为示范村巴彦霍德嘎查从移民村变为示范村。。

▲生态改善后
的胡杨林如诗如画。

金 沙 苑
葡萄种植基地。

▲

腾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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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生态旅游业
让一大批农牧
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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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
浩特镇巴彦
霍德嘎查走
高效节水农
业致富路，大
力发展温棚
采摘种植业。

农牧民展示苁蓉、锁阳。

阿右旗曼德拉苏木为 2000 亩梭梭林
铺设节水灌溉滴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