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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为推进草原牧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障。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模式和方法，运用互联网技术和

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鼓励和支持基层

干部创新工作方法，推动党的民族工作更加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四）促进牧区经济转型升级

1、利用草原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充分利用草原牧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研发具有

环保、健康的特点，符合现代消费者需求的天然草药、

保健品、绿色肉制品、乳制品等绿色特色产品。结合草

原牧区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工艺，开发具独特的

文化内涵、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的手工艺

品、民族服饰等。另外，发展特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

要注重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通过制定品牌发展战

略、提升产品质量、加强营销推广等措施，打造具有影

响力和美誉度的品牌。同时，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消

费者心理，制定合适的营销策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和竞争力。

2、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科 技 是 推 动 牧 区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关 键 因 素 。 针 对 牧

区的特点和需求，加强科技研发和创新，开发适合牧区

生产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例如，研发适合草原环境的智

能 放 牧 系 统 、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 草 地 生 态 修 复 技 术

等，提高草原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研

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帮助牧民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推广智能放牧系统可以帮助牧民更好地管理草场和

牲畜，提高草原的承载能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可

以帮助牧民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和质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牧区的信息化建

设。建立牧区信息化平台，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

帮 助 牧 民 获 取 市 场 信 息 、 学 习 科 技 知 识 、 提 高 生 产 效

率。针对牧民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开展针对性的科

技培训和人才培养。通过培训和实践，提高牧民的科技

素养和生产技能，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牧民

和企业管理人才，为牧区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推进产业融合和创新发展

根 据 草 原 资 源 的 承 载 能 力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要 求 ，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以草原畜牧业为基

础，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发展深加工、精加工等产业，

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

深 化 产 业 链 合 作 ， 构 建 利 益 共 同 体 。 积 极 引 进 龙 头 企

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推动特色产

业 向 高 端 化 、 智 能 化 方 向 发 展 ， 带 动 产 业 链 的 整 体 提

升。通过合作共赢的模式，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

促进产业链的稳定发展，推动草原牧区一二三产业的融

合发展。

（五）完善草原牧区公共服务体系

建 立 健 全 草 原 牧 区 的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 包 括 教 育 、

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推动草原牧区现代化进程。加

大 对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投 入 力 度 ， 优 化 交 通 、 通 讯 、 电

力、水利等基础设施，改善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

质量，确保牧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为牧区

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加强牧区教育服务，提高牧民

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为他们提供接受高质量教育的

机会，培养一批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型牧民；建立健全

牧区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确保牧民

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加强牧区文化服务

设施建设，为牧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满足他们

的精神文化需求；完善牧区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牧民在

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得到保障，提高农牧民的生活

水平；建立公共服务信息化系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推动公共服务信息化，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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