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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牧系统干部职工和农牧民群众对
民族工作重要性的思想认识，让“三个离不开”

“四个共同”“四个与共”“五个认同”“五观”和
“七个作模范”在干部群众心中深深扎根。

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夯实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强化政治理论学习，
认真落实党组“第一议题”和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制度，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内涵实质。年初以来，累计开展集中
学习 71次、研讨 24次、专题党课 14次、宣讲
活动 23 次。以深学细悟固本培元，以夯实

信仰汇聚磅礴力量，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
化为破解难题、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生动
实践。

高点站位加强思想引领，守好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阵地。将主线意识列入党
组重要工作议程，细化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
区任务措施26条，定期调度推进。创建“党建
引领、筑梦三农”党建品牌，打造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文化阵地，全力巩固“全市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荣誉称号，努力为鄂尔多斯市复创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贡献农牧力量。
多措并举开展宣传教育，激活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源头活水。依托农牧科技
服务队等力量，局党组带头深入基层，为农
牧民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举办“争做‘石
榴籽’共诵民族情”主题活动，有形有感有效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累计开展宣讲活动 200 余场次。打好模范
自治区荣誉牌，招商引资、品牌宣介时，始终
把这个崇高荣誉挺在前面，不断丰富“暖城”
鄂尔多斯形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做好“三农三牧”工作的总抓手。鄂尔多斯市
历来就有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和良好基础，始终坚持在全面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上走在前、作表率。近
年来，鄂尔多斯市农牧局紧扣主线统筹谋划，锚定主线实施任务，聚焦主线促进发展，切实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项
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全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以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谱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篇章。

◎工作上贯穿始终 实现质效双升

◎政策上对标对表 彰显使命担当
坚持把落实主线要求作为各项政策制定实

施的前置审核条件，确保政策红利惠及各族群
众。

锚定目标、围绕中心，精准制定政策。聚焦
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
听取和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1+
9”政策体系，即一产重塑三年行动方案和9项具
体政策措施，涵盖肉牛、奶业、羊绒羊毛、瓜果蔬
菜小杂粮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产业振兴，土地出
让收入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等方面。同时结合实

际不断调整完善，进一步修订肉牛政策，谋划出
台龙头企业培育、肉羊产业政策。通过持续优
化政策供给，为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支撑。

主动谋划、抢抓机遇，积极争取政策。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
示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细化分
解任务，完善项目储备库，积极招商引资，争取落
地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

求真求效、务本务实，强化落实政策。2023
年，市本级设置10亿元产业发展资金，从用地、金
融、项目等方面全力支持农牧业农村牧区发展，
政策体系积极效应持续显现。引入4家合作银
行，累计放贷14.5亿元，政府贴息7651万元，累
计支持产业项目950个。2024年，市级预计将安
排资金12亿元以上，农企利益联结率力争达到
70%以上。同时，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注重示范
引领、联农带农，不撒“胡椒面”。加大政策绩效考
评，注重经验总结推广，把“盆景”变“森林”。

◎思想上聚焦看齐 突出政治品格

“民族团结进乡镇 互融互促双提升”党建带群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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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农牧局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立足实际，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共同
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结合，
坚持围绕区域性、强化共同性，夯实农村牧区
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

在以工带农上形成新经验，铸牢民族团
结进步之基。深入推行“二产带动一产、工业
反哺农业”发展模式，重点加大对丘陵沟壑
区、产业薄弱区、生态脆弱区、偏远农牧区的
发展带动。一是结对援建促振兴。结合万企
兴万村行动，引导准能、伊泰等大型工业能源
企业结对援建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
杭锦旗，全方位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二是融
合发展促增收。构建工农融合发展新模式，
将工业能源企业的服务需求与苏木乡镇、嘎
查村的产业发展优势精准对接，实施工农互
促利益联结示范项目 28个，完成投资 3.65亿
元，形成了“来料加工、飞地抱团、订单兜底”
等多种因地制宜的利益联结模式，带动农牧
民就业 2100 多人，实现人均增收 3000 元以
上。三是跨界投资促发展。围绕鄂尔多斯市
农牧业现代化的短板和不足，通过金融、土地
等政策支持，吸引工业能源企业资本注入，促
进农牧业产业链条延伸、规模提升、技术跃
升、价值攀升，加快农牧业全产业链培育，推
动城乡协同发展、工农均衡发展，2023年，蒙
泰田园综合体、力量煤业百万生猪生态循环
产业链、星光农业高科技博览园、兰天牧业等
一批标志性、规模化项目稳步推进建设。全
市工业能源企业转型投资农牧业项目 25个，
计划总投资160.9亿元，年内计划投资40.5亿
元，已完成投资26亿元，占全市农牧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的 54%，有效拉动一产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24.9%。

在一产重塑上迈出新步伐，描绘民族团
结进步之画。围绕高质量建设“绒都”“肉库”

“奶罐”，大力推广“夏秋轮牧、冬春放牧+补

饲、休牧期舍饲”养殖模式，促进畜牧业舍饲
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在牧区推行“户繁
企育”“订母收羔”等模式，发展生态养殖“大
牧场”，在农区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
户”等模式，发展智慧养殖“大园区”，通过种
植饲草料、组建合作社等方式，将小农牧户吸
附在产业链条，实现以养带种、以种促养、种
养结合、共同致富。2023年，建成“大牧场”10
个，肉牛、肉羊、绒山羊等规模化养殖场 1000
处，全市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70%；大力发
展现代设施农业，新建温室大棚4166亩，改造
修缮 3216 亩，吸纳周边农牧民就业 2200 人
次；鼓励引导群众利用房前屋后，发展庭院经
济，让“方寸闲地”增收增绿，年内打造美丽庭
院300个。

在富民增收上闯出新路子，浇灌民族团
结进步之花。不断夯实共富基础，做大、分好
共富“蛋糕”。一是鼓励共同发展。在政策制
定、项目实施和资金分配时，坚持把是否符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作为前置审核
条件，确保各项工作都紧紧围绕、毫不偏离主
线，都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有利于联
农带农、共同发展。年初以来，市本级投入资
金 9.72亿元，同比增长 79%。二是支持高质
量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
蒙古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推动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
章的意见》，制定《鄂尔多斯市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农牧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2023—2030 年）》，谋划实施十
一项重点工程，储备入库项目107项，今年累
计争取上级资金 18.4亿元，同比增长 30.3%。
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产业强镇、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试点相继获批，争创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基地得到自治区
农牧厅大力支持。三是注重农牧民增收。推
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六方”签字（项目设计要
经农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嘎查村支书、乡镇
长、农牧部门负责人、旗县区政府共同签字确
认），鼓励中标企业吸纳农牧民参与工程建
设，2023年度项目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345万
元。大力推行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新增托管
服务面积 70万亩,累计达 220万亩。率先在
全区创建动物疫病防控综合改革示范区，农
牧业社会化服务成为全国、全区典型，“统种
共富”“防疫·诊疗+”“1+3+N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等模式广泛推广，输出了鄂尔多斯经
验。深化农村牧区“三变”改革，试点嘎查村
达到54个，盘活集体资源11.53万亩、集体资
产7131万元、集体资金1.04亿元。大力培育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紧密型农企利益联结
率有望达到67%以上。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奋力建设
农牧业强市的新征程上，鄂尔多斯市农牧局
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大力发展农村牧区
经济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为抓手，不断提高各
族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
发展成果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
合力。 （李忠 赵子琛 任必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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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党建引领普惠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启动
仪式。

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侯家营子村官牛犋社“统种共富”土
地合作经营 2022年度分红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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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带动一产二产带动一产———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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