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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除去边境地区和边

防工作特殊要求，偏远区域常住人口及后代日益强烈的

对外流动、与外连接的需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一边是

需要改善的偏远区域常住人口的硬件环境，一边是人财

物难以应对点多、面广、距离远的空间结构难题，如何

协调二者的阶段性矛盾，走出一条长久的乡村建设道路

是一现实难题，对当地党委、政府综合统筹、有序部署

提出了考验。

风 沙 大 、 霜 冻 期 长 的 气 候 性 和 季 节 性 因 素 深 刻 影

响农牧区的宜居体验和宜居建设。内蒙古降水量少、大

风天气和沙尘天气多、寒冷期和霜冻期长的自然环境对

农 牧 民 的 家 庭 卫 生 和 庭 院 清 扫 、 群 众 性 小 憩 和 文 娱 活

动、文娱和街边基础设施的管护和保养、村庄产业尤其

是观光、体验、农家乐类的旅游业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

的不利影响。不难想象，大风天气做事多有不便、寒冷

时节只能“猫冬”、需要提防的黑灾白灾、沙尘天气时

家里、小院、牲畜棚里被吹得到处是土甚至是堆积起小

土包，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身心俱疲是普遍的心理感

受。同时，乡村劳作和街头巷尾的热闹程度也呈现鲜明

的季节性特征，无论是房前屋后的宜居性还是村庄邻里

或乡村活动的开展都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群众的宜居体

验感，影响乡村建设的设计和工程效果。

农牧区底子薄、起步晚、集聚程度低的产业环境加

大了宜业乡村建设难度。内蒙古乡村产业日益多元，既

有基于基础禀赋的农林牧渔业方面的上下游产业，也发

展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光伏、风电等新业态。在脱

生态振兴成为当下“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无论是邻

里之间相距较远的牧区还是居住相对紧凑的农区，其村

落地址、村落布局、房屋结构都体现了农牧民对自然环

境的主动适应，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明确禁止造景

式建设和大拆大建，强调因地制宜、村落“形”“魂”

和谐，为内蒙古农牧区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构建

更为和谐的村落结构确定了方向。同时，在生态红线、

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绿色可持续发展要求下，内蒙古种养

殖业也将在产业链的延长与完善中走出一条既适应市场

需求又符合内蒙古农畜产品生产实际的绿色转型之路。

因此，从人居环境和农畜业的发展双重角度看，内蒙古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大有作为。

内蒙古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能够在实践上

探索现代化基础薄弱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建设路

径，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也能够丰富农业农村现代化

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内蒙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难点

内 蒙 古 农 牧 区 地 广 人 稀 长 距 离 流 动 对 算 经 济 账 和

民生账提出了现实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基础建

设的投资既要考虑项目本身的回报，也要考虑给经济和

社会发展带来的整体效益。具体到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中涉及的如交通网、通讯线这类大型基础设施，既

要从经济角度考虑人口密度、规模经济和设施利用率，

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民生承诺，及民族地区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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