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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发展壮大

农牧业产业，由“吃粮靠返销”变为粮

食净调出省区，到成为国家“粮仓”“肉

库”“奶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内蒙

古自治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

向，大力实施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通过优化区域布局、调

整生产结构、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措施，

形成了乳业和玉米两个千亿级产业，

肉羊、肉牛、羊绒、马铃薯、小麦、杂粮、

向日葵和蔬菜 8 个百亿级优势产业。

在日前举行的内蒙古农牧业农村牧区

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内蒙古自治

区副主席李秉荣介绍，70 年来，内蒙

古农牧业发展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

站在了加快发展现代农牧业新的历史

起点上，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重

大跨越。粮食生产能力不断跨上新台

阶。

新中国成立之初，内蒙古粮食产

量只有 42.5 亿斤。1990 年，全区粮食

产量达到 194.6 亿斤，粮食自给问题

得到根本解决，结束了多年吃粮靠调

入的历史；1992、2008 和 2018 年，粮

食产量先后突破 200 亿斤、400 亿斤

和 700 亿斤大关，是全国 13 个粮食

主产省区和 6 个粮食净调出省区之

一；2018 年，全区粮食产量 710.6 亿

斤，居全国第 8 位，粮食总产、单产分

别是 1949年的 16.7 倍和 8.7 倍。畜牧

业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自治区成立

时，全区年末牲畜总头数只有 851.8

万头只，2018 年末达到 7277.9 万头

只，增长了 7.5 倍；肉类、牛奶、山羊绒

产量分别达到 267 万吨、566 万吨和

6607 吨，较 1978 年增长 11.8 倍、77.2

倍和 4.5 倍，牛奶、羊肉、羊绒、草业产

量均居全国首位，牛肉产量居全国第

二位。内蒙古每年净调出粮食 1000

万吨，具备每年调出 500 万吨牛奶、

150 万吨肉类的能力，成为全国重要

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李秉荣表示，2018 年，内蒙古全区销

售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农畜产品加工

企业达到 1705家，国家级和自治区级

龙头企业分别达到 38 家和 600 家，

具备年加工转化粮油 2400 万吨、牛

奶 1000 万吨、肉类 300 万吨、羊绒

2.2 万吨、马铃薯 360万吨的能力，农

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高到 63%。农村

牧区电子商务、休闲农牧业和乡村旅

游等新产业新业态竞相发展，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此外，内蒙古全区农作物标准化

种植面积达到 4784 万亩、标准化养殖

牲畜存栏 3735 万头只。主要农畜产品

检测合格率连续 8 年稳定在 96%以

上。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78.9%，农作物秸

秆有效利用率 83.5%，地膜回收率

65%。“三品一标”用标产品达 3000多

个，有机农畜产品产量 250.3 万吨，居

全国首位。农牧业领域注册地理标志

商标 123 件，蒙牛、蒙羊、蒙草、蒙稻等

“蒙字号”品牌和天赋河套、锡林郭勒

羊肉、呼伦贝尔草原羊肉、科尔沁牛、

兴安盟大米、乌兰察布马铃薯、通辽黄

玉米、赤峰小米、乌海葡萄等区域公共

品牌越叫越响，其中通辽黄玉米、科尔

沁牛、乌兰察布马铃薯 3个区域品牌

价值超百亿元。

（来源: 中国食品报网）

近日，2019 首届内蒙古·呼

和浩特国际生态农牧业博览会

首届村长论坛以“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为主题，就当前新农村建设相关

内容做经验分享、交流。来自全

国的 6 位优秀村长就乡村建设、

品牌建设等内容进行了精彩发

言和分享，并就当前乡村经济发

展中的特色优势以及不足之处

做了相关探讨，共有来自全国各

地千余名的村干部参加了该论

坛。

在首届村长论坛上，呼和浩

特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黄继刚致

辞，介绍了呼和浩特农牧业发展

情况：目前，呼市农作物总播面

积 671 万亩，预计粮食作物总产

量 144.59 万吨。三季度牲畜总头

数 367 万头，已建成以土左旗、

和林县、托县为核心的敕勒川地

区 30 万头奶源基地，奶牛牧场

164个，规模化程度达 97%以上。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366 家，

实现销售收入 1750 亿元。化肥、

农药每年减量 2%以上，畜禽粪

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达到

81.4%, 秸秆综合利用水平达到

85%，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密

度达到 100%。黄继刚介绍，去年

呼和浩特完成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 1700 人，2019 年年底计划完

成 1516 人。推行科技特派员制

度，人员数量稳定在 500 多人左

右。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计

划、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和

农村科技“星创天地”项目，加强

农村带头人队伍建设，持续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提升村集体和农

民收入水平。深入推进村民自治

德治法治建设，全面实行“四议

两公开”,加快建设“互联网 +”村

务公开工作平合，不断完善村民

自治制度。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

设，发挥农村典型引领示范作

用。深入实施乡村文明提升行

动，重点抓好农民素质、人居环

境、文明创建、移风易俗、文化惠

民“五大工程”。目前，呼和浩特

市已基本建成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达到

标准化、均等化，群众精神文明

生活丰富多彩。黄继刚强调，能

够取得这些成绩，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于广大基层村干部的尽职

尽责、辛勤工作。但是，我们仍然

面临着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实施的艰巨任务。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致富不致富，关键看

干部”，农村要发展好，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有好的班子和好的

带头人，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能不

能落到实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

干部的工作很关键。

（据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市场

信息科资料、《乳业时报》整合）

近日，为期 3 天的“2019 首

届内蒙古·呼和浩特国际生态农

牧业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国际农

业博览园圆满落下了帷幕。虽只

短短三天，但成绩斐然，影响力

空前，受人瞩目。

记者通过 2019 首届内蒙

古·呼和浩特国际生态农牧业博

览会组委会了解到：来自国内外

962 家企业参加了这次盛会，大

约有近 6000 名参展企业代表、

邀请的嘉宾和专业观众见证了

盛会的全过程，观展人数达 9.78

万人次，八个展馆每天都摩肩接

踵，人头攒动，特别是内蒙古馆

和呼和浩特—南宁馆更是人山

人海。十一个盟市的 198 家参展

企业和十个旗县区的 178 家参

展企业的展品几乎销售一空，有

的企业甚至每天都要补货，平均

每个盟市展位交易额在 8 万元

以上。现场实际成交额 2.43 亿

元，意向成交额 3.48 亿元；现场

包括蒙牛、伊利、科迪华、利拉

伐、大北农集团等 40 余家企业

和单位举行了签约仪式，签约额

达到 10.72 亿元，为参展商和参

展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同

时为呼市农牧业产业链及餐饮、

酒店、交通、物流、旅游等众多行

业带来间接经济效益。

（齐美萍 高占魁 徐俊彩）

本报讯（记者 张鑫）10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召开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人员优待工作政

策例行吹风会，内蒙古自治区消

防救援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

罗源做主题发布，森林消防总队

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田顺柱，自

治区教育厅总督学张喜荣，应急

管理厅人事教育训练处处长胡

现峰，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

和褒扬纪念处调研员胡学俭，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

开发处副处长李冬出席发布会

并回答记者提问。

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救援总

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罗源介

绍，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

家队，消防救援队伍承担着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

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

长期以来，消防队伍作为老

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

伍，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据统

计，全区消防、森林两支队伍建队

以来，因战牺牲的烈士有 20 人、

因公牺牲有 44 人，消防救援队

伍始终视荣誉为生命，始终奋战

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已成

为我国日常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最

重要、最专业、最值得信赖的一支

攻坚力量。2019年 9月 29日，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人员优待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内政办发〔2019〕24 号，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明确优待对象为：全

区各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在职消防救援人员、残疾消防救

援人员、离退休消防救援人员。

《通知》明确认真贯彻落实应急管

理部等 13 部委《关于做好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有关优

待工作的通知》(应急〔2019〕84

号)，并在交通、教育、医疗、住房、

抚恤、家属优待、旅游等七个方面

提出了优待措施。

农业生产发展与流通
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补贴对

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

农民。补贴资金通过“一卡（折）通”

等形式直接兑现到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继续按照《财政部、农业

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

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 号）

要求，并结合本地实际具体确定补

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标准，保持

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确保广大农

民直接受益。鼓励各地创新方式方

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探索将补贴

发放与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挂钩的机

制，引导农民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2.农机购置补贴。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在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

贴机具种类范围内选取确定本省补

贴机具品目，实行补贴范围内机具

应补尽补，优先保证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生产所需机具和支持农业绿色

发展机具的补贴需要，增加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机具品目。对购买国

内外农机产品一视同仁。补贴额依

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

算，原则上测算比例不超过 30%。

3.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围

绕区域优势特色主导产业，着力发

展一批小而精的特色产业集聚区，

示范引导一村一品、一镇一特、一县

一业发展。选择地理特色鲜明、具有

发展潜力、市场认可度高的 200 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开展保护提升。实

施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

项目，形成一批以绿色优质农产品

生产、加工、流通、销售产业链为基

础，集科技创新、休闲观光、种养结

合的农业产业集群。承担任务的相

关省份从中央财政下达预算中统筹

安排予以支持。

4.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足

优势特色产业，聚力建设规模化种

养基地为依托、产业化龙头企业带

动、现代生产要素聚集、“生产 +加

工 + 科技”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2019 年继续创建一批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择优认定一批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着力改善产业园基础

设施条件，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创建

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

中央财政对符合创建条件的安排部

分补助资金，通过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认定后，再视情况安排部分奖补

资金。

5.农业产业强镇示范。以乡土

经济活跃、乡村产业特色明显的乡

镇为载体，以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

培育乡土经济、乡村产业，规范壮大

生产经营主体，创新农民利益联结

共享机制，建设一批产业兴旺、经济

繁荣、绿色美丽、宜业宜居的农业产

业强镇。中央财政通过安排奖补资

金予以支持。

6. 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

范。2019 年支持天津、河北、福建、

山东、湖南、广西、云南等 7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开展示范。加快益农

信息社建设运营，尽快修通修好覆

盖农村、立足农业、服务农民的“信

息高速公路”。信息进村入户采取市

场化建设运营，中央财政给予一次

性奖补。

7.奶业振兴行动。重点支持制

约奶业发展的优质饲草种植、家庭

牧场和奶业合作社发展。加快发展

草牧业，积极推进粮改饲，大力发展

苜蓿、青贮玉米、燕麦草等优质饲草

料生产，促进鲜奶产量增加、品质提

升。将奶农发展家庭牧场、奶业合作

社等纳入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进

行优先重点支持，支持建设优质奶

源基地。承担任务的相关省份从中

央财政下达预算中统筹安排予以支

持。

8.畜牧良种推广。在内蒙古、四

川等 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份，对项

目区内使用良种精液开展人工授精

的肉牛养殖场（小区、户），以及存栏

能繁母羊、牦牛能繁母牛养殖户进

行补助。鼓励和支持推广应用优良

种猪和精液，加快生猪品种改良。在

黑龙江、江苏等 10 个蜂业主产省，

实施蜂业质量提升行动，支持建设

高效优质蜂产业发展示范区。承担

任务的相关省份从中央财政下达预

算中统筹安排予以支持。

9. 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以重点县为单位，突出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谷物和大豆及油菜、花

生等油料作物，集成推广“全环节”

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探索构建

“全过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全产

业链”生产模式，辐射带动“全县域”

生产水平提升，增加绿色优质农产

品供给。承担任务的相关省份从中

央财政下达预算中统筹安排予以支

持。

10.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支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农业服

务组织、服务型农民合作社、供销社

等具有一定能力、可提供有效稳定

服务的主体，为从事粮棉油糖等重

要农产品生产的农户提供农技推

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统防统治、

烘干收储等农业生产性服务。财政

给予适当补助，降低农户的服务价

格。

11.农机深松整地。支持适宜地

区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全国作

业面积达到 1.4 亿亩以上，作业深

度一般要求达到或超过 25 厘米，打

破犁底层。承担任务的相关省份从

中央财政下达预算中统筹安排予以

支持。东北四省区及广西壮族自治

区可根据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在适

宜地区开展农机深翻（深耕）作业补

助。

12.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2019 年，中央财政支持轮作休耕试

点面积为 3000万亩。其中，轮作试

点 2500 万亩，主要在东北冷凉区、

北方农牧交错区、黄淮海地区和长

江流域的大豆、花生、油菜产区实

施；休耕试点 500 万亩，主要在地

下水超采区、重金属污染区、西南石

漠化区、西北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实

施。

13.产粮大县奖励。对符合规定

的常规产粮大县、超级产粮大县、产

油大县、商品粮大省、制种大县、“优

质粮食工程”实施省份给予奖励。常

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作为一般性转

移支付，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其他奖励资金按照有关规定用于扶

持粮油产业发展。

14.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

包括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牛羊调出

大县奖励和省级统筹奖励资金。生

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和牛羊调出大

县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

排用于支持本县生猪（牛羊）生产流

通和产业发展，省级统筹奖励资金

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生猪（牛羊）

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

15.玉米、大豆和稻谷生产者补

贴。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

实施玉米及大豆生产者补贴。中央

财政将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拨付

到省区，由地方政府制定具体的补

贴实施办法，明确补贴标准、补贴对

象、补贴依据等，并负责将补贴资金

兑付给玉米、大豆生产者。为支持深

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

革，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国

家继续对有关稻谷主产省份给予适

当补贴支持。

（来源：国家农业农村部官网）

内蒙古着力打造国家“粮仓”“肉库”“奶罐”

强农惠农
2019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实施重点支农政策（节选一）

优秀村长在首届村长
论坛分享交流新农村建设经验

2019 首届内蒙古·呼和浩特国际生态农牧业博览会

直接效益、间接效益双双结硕果

内蒙古为全体消防员
“专属定制”这些优待政策

电影《红色之子·单刀赴会》10 月 23 日全国上映
本报讯（记者 张鑫）近日，《红色

之子·单刀赴会》首映仪式在呼和浩特

市乌兰恰特大剧院举行。记者从首映

仪式上获悉，由电影频道、北京爱奇艺

科技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广播电视

台、王新民影视工作室共同出品的电

影《红色之子·单刀赴会》将于 10 月 23

日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红色之子·单刀赴会》是根据真

实的历史事件创作而成，它讲述的是

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夫(原名云泽)临

危受命，于 1945 年 10 月，带领工作组

赴苏尼特右旗，团结广大爱国青年，为

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成立奠

定坚实基础的故事。

乌兰夫蒙古语意为“红色之子”，

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蒙古族。1923

年 12 月入团，1925 年 9月入党，上将

军衔。曾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中

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副主席，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

席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东部地

区的形势仍然较为复杂。乌兰夫临危

受命，单刀赴会，赶赴承德参加自治运

动会东盟工作团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

聚会。1947年 5月 1日，乌兰夫宣布成

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第一个少数

民族自治政权诞生。乌兰夫等中共党

员领导干部克服不利局面，争取了难

得的自治统一。周恩来称赞乌兰夫“一

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

刀赴会”。电影《红色之子·单刀赴会》

首次将乌兰夫的这段英雄事迹搬上大

荧幕，生动再现了蒙古族人民和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的统一、民

族的发展尽心竭力，有勇有谋的破解

危局的爱国史诗传奇。

主办方介绍，电影制作团队是一

个八〇后青年人为主组成的创作团

队，大家首先在真实上下功夫，导演王

路沙率领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回忆录，搜集了上

千张历史图片，这就为最大限度地再

现上世纪四十年代内蒙古草原的环

境、人物、服饰、道具、风俗、造型提供

了扎实的基础，影像的真实很好地将

观众带入那个年代，去欣赏那段惊心

动魄的故事。

王路沙在呼和浩特首映仪式上表

示，主创团队拒绝枯燥乏味的叙事手

段，将动作片、西部片、风光片等类型

化的拍摄手法融入到这部人物传记片

的创作过程中，使这部人物传记片在

保证故事真实性的同时增强了观赏

性。摄制组深入锡盟朱日和无人区、苏

尼特右旗等从未被拍摄过的处女地采

风取景，努力用电影镜头还原内蒙古

大草原的壮丽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