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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内蒙古乡村振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互融共进研究及实践

探索”（项目编号：ESDZX20232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

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1]这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当前，我们正处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既要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又要全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着

力推动“五大振兴”走深走实，探索走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筑牢产业振兴“压舱石”

实施乡村振兴要加快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立足资源

特色，深入挖掘农牧林草产业功能潜力，推动农业现代

化与服务业现代化深度融合。

一要在开发现代农业产业上下功夫。内蒙古素有国

家“粮仓、肉库、奶罐”的美誉，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构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前提下，要立足地

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强化链式思

维，贯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利益

链“三链同构”。在科左中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

以40万亩浅埋滴灌高效节水增粮项目区，以科尔沁肉牛

饲养核心区和以种源培育、屠宰加工、产品研发、冷链

物流多点发展先导区为代表的现代农牧业区块链、创新

链正在形成，逐步构建全产业链，按照“以种带养、以

养促种”的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理念，实现玉米高产、秸

秆转化、肉牛培优、牛肉增值的发展目标。

二 要 在 突 出 地 域 特 点 上 下 功 夫 。 通 过 做 好 “ 土 特

产 ” 文 章 ， 促 进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要 加 强 品 质 塑

造，在源头上抓好标准化、绿色化生产，在包装上体现

民族地域特色，在推广上打造“蒙字标”品牌。在科左

中旗胜利乡直播销售成为红绿蓝合作社的常态，当地独

特的富硒土壤种植出的血麦深受国内网友青睐，正成为

早餐麦片的替代品，不仅让血麦畅销国内市场，还培养

了一批当地有经验的青年主播。

三要在培育产业和制定惠民政策上下功夫。乡村产业

的培育、形成、发展、壮大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千辛万

苦的实践，最关键的一环是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充分发挥政

策引导作用，落实扶持措施、健全保障机制，坚持用产

业经济思维去谋划培育乡村产业，把产业发展的增值收

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大力培育链主企业，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下乡，打通农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关键

环节，让更多优质绿色农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走上百姓

餐桌，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激活人才振兴“动力源”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 要 推 动 乡 村 人 才 振 兴 ， 把

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

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

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

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2]

人才振兴无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和力量源泉，要下

推进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在内蒙古走深走实
 包祺伟　田宗会

当前，我们正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既要坚决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又要全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着力推动“五大振兴”走深走实，筑牢产业振兴“压舱石”，

激活人才振兴“动力源”、提振文化振兴“精气神”、守好生态振兴“绿宝藏”、建强

组织振兴“硬堡垒”，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内蒙古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