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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外齐力打造，线上线下同步推介，持续扩大品牌知

名度和影响力，做好品牌建设“后半篇文章”。二是规

范品牌授权管理，对进入市域公用品牌的名优特产品品

质进行综合把控，制定系列规范性准入条件，将“阿尔

巴斯山羊”“鄂托克前旗羊肉”等一批“肉库”元素做

精做强，对有潜力的品牌做好品牌保护，增加品牌辨识

度，形成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体系。

三是鼓励和引导销售带货新业态，鼓励支持龙头企业以

企企联合等方式在一线城市开设大型联营店、体验店，

鼓励和引导发展电商、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提高

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四是强化品牌战略与文旅产业融

合，推动《鄂尔多斯市提振旅游市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建设沿黄农旅带，通过

农 旅 把 鄂 尔 多 斯 市 的 农 畜 产 品 “ 带 出 去 ” ， 持 续 打 造

“暖城”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蓝海”。

（四）强化招商优化营商，融合农业资源要素

一 是 对 外 立 足 全 国 乃 至 国 际 ， 大 力 引 进 有 潜 力 的

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项目。对内抢抓鄂尔多斯市二产拉

动一产、工业反哺农业有利契机，加大引导本土工业企

业转型投资农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

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二是建设农牧业产业园区，鼓

励有条件的旗区因地制宜开展农牧业产业园区建设，统

一完善地、水、电、气等资源要素配置，统一出台相关

优惠政策，一次性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各类资源要素问

题。三是优化营商环境，从企业注册登记、产业支持、

投资奖励、土地资源、生活保障、纳税服务等多方面对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给予扶持。

（五）鼓励经营主体转型升级，发展农畜产品精深

加工

一 是 将 农 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新 增 固 定 资 产 、 技 改 扩

能、引进新技术、新装备、品牌创建、新增银行贷款等

方面有效投资都纳入扶持范围，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和完善农牧业产业链条。二是

加快研究出台预制菜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在东阿康城市核

心区，打造肉羊肉牛预制菜产业基地，提升优质产品竞

争力。鼓励支持企业产品创新、食品研发，大力发展即

食小吃、休闲食品等精深加工，开发更多功能性、保健

型食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溢价能力。

小　结

在 全 面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背 景 下 ， 要 以 扶 持 和 培

育龙头企业为主要抓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

过政策扶持、项目拉动、基地支撑、招商引资、集群推

进等多种举措，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延伸产业链，

增强带动力，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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