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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草原增绿  使牧民增收

技术交流平台。另外，还采用网络会议

的形式召开盟市信息录入问题通气会，

集中解决各盟市存在的突出问题。牧

草良种补贴内容繁杂，涉及项目多，为

了便于电子化管理牧草良种补贴档案，

自治区将地理信息系统与牧草良种档

案管理、良种补贴资金发放相结合，小

斑化管理人工草地，自主开发了牧草良

种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并对全区 12 个

盟市、2 个计划单列市，103 个旗县的

技术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2011 年牧

草良种补贴地块已全部运用地理信息

系统进行管理，补贴户数、资金、地块

信息一目了然，创新了人工草地斑块化

管理的新思路。

（二）多元筹集资金，推进政策落

实。自治区各级政府从建设草原生态文

明着眼，从农牧民增收着手，将草原补

奖机制政策落实作为草原牧区工作的头

等大事，多元筹集资金，推进政策落实。

2013 年，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投入

草原补奖政策落实资金超过 13 亿元，其

中自治区本级达到 10.08 亿元。资金主

要用于提高牧草良种补贴标准、嘎查村

级牧民管护员工资补贴以及禁牧区转移

安置试点工作。

（三）加强监管，确保补奖资金安全

发放。草原补奖政策涉及资金规模大、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与农牧民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责任重大。各级农牧业和

财政部门高度重视资金监管工作，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补奖资金的

规范性和安全性。2011 年印发了自治区

纪委、自治区监察厅《关于严明纪律确

保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安全发放

的意见》，2012 年印发了《内蒙古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资金管理办法》，

为自治区草原补奖资金管理提供了完备

的政策依据。2012 年自治区纪委、监察、

高检以及各级审计部门高度重视草原补

奖机制资金管理，从 2012 年 9 月至 10 月

对全区涉农资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规

模审计工作，一经发现有套取、冒领、

违规发放和挤占挪用资金现象的行为

和个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查处。

2013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各

项补贴奖励任务、资金已于 4 月初全部

下拨到各级财政部门，截至 12 月 31 日，

已有 38.9 亿元兑现到户，占中央资金的

96.2%。

（四）督促指导调研工作常态化，加

快推进补奖工作进度。2012 年，自治区

组织 8 个督导组，分两次先后对 12 个盟

市、2 个计划单列市进行了督导检查，抽

查 52 个旗县（市、区）。采取与盟市、旗

县（市）政府（行署）及有关部门座谈讨

论，基层干部群众参与，入户调查等多

种形式，深入了解当地落实草原补奖机

制的实际情况，掌握基层干部群众和农

牧民的真实想法和要求，分析工作当中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有着丰富的草原资

源，为我国北方提供着重要的生态保

护屏障。2011 年，作为首批国家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的地区之一，

自治区全面部署落实政策，开局良好。

2012 年，自治区在总结经验、实事求是

的基础上，以巩固禁牧、草畜平衡政策

成果为抓手，将督促指导调研工作常态

化，扎实稳妥地推进草原补奖各项政策

进一步全面落实，为促进草原生态加快

恢复、牧民持续增收和边疆少数民族稳

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多措并举，

确保草原补奖政策落到实处

（一）创新形式，全面加强牧户信

息录入管理，保证数据质量。自治区为

了加强信息系统管理，加快草原补奖

牧户信息采集录入工作，保证信息管

理系统中的补奖资金、草原承包面积、

任务、户数与实际发放情况零误差，设

立了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联动机

制，以普及率最广的网络通讯软件 QQ

为平台，建立了草原补奖工作群，专门

解决信息采集录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该群已有会员 300 余人，全部为各

盟市、旗县负责信息管理录入的技术人

员，已经成为草原补奖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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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研究并提出下

一步对策和措施，为各地顺利落实补奖

政策起到督导作用。2013 年，财政部、

农业部等先后 7 次对自治区进行了政策

调研和 1 次督导检查，深入锡林郭勒盟、

呼伦贝尔市等主要牧区，从农牧民政策

性增收到减畜压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

细致的调研，并对自治区草原补奖政策

落实过程中采取的“标准亩”、“分期减

畜”、“嘎查村级牧民草原管护员制度”

等政策创新以及双“98%”的政策落实进

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五）规范程序，充分发挥嘎查（村）

牧民大会职能作用。草原补奖政策落实

以来，自治区始终坚持“五到户”原则 ：

任务落实到户、补助发放到户、服务指

导到户、监督管理到户、建档立卡到户。

在工作中，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坚持公

开、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原则。对于享

受补奖的地区、类型、草原面积、户数、

人口、减畜等情况，均张榜公布，接受

群众监督，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实施。牧

户禁牧、草畜平衡合同签订完成后，由

各旗（市、区）补奖领导小组对牧户合同

进行审核，审核完成后，将牧户信息录

入一卡通，财政部门按照补奖领导小组

提供的牧户发放名单及补助标准，将补

助资金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到牧户。

各级政府在进行政策落实的时候，充分

发挥嘎查（村）牧民大会的职能，以牧民

自愿为前提，通过大会讨论，履行集体

表决程序，形成一个全部牧民认可的意

见，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牧民的参与意识

和积极性，维护了补奖政策的严肃性，

化解了矛盾。

（六）互利共赢，草原生态建设项目

与草原补奖政策落实紧密结合。草原补

奖机制实施以来，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

建设不足的现状日益显现，自治区在落

实各项草原畜牧业建设项目时，从草原

生态建设保护全局着眼，始终坚持“生

态、生产、生活”三者共赢的原则，在指

导退牧还草项目实施和安排高产苜蓿

生产示范建设项目时，均以草原补奖政

策落实大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重扶

持草原补奖政策急需的后续产业，解决

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2012

年，退牧还草项目实施方案与草原补奖

政策相结合，加大棚圈建设投入。高产

苜蓿建设项目所涉及的 34 个旗县均为

落实草原补奖政策的旗县，新增节水灌

溉高产苜蓿生产基地 25.46 万亩，达产

后年平均供给优质豆科牧草 20 万吨，有

效缓解了禁牧舍饲的饲草料供给压力，

提高了饲草品质。

（七）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引

导农牧民持续增收。在补奖政策实施过

程中，为了缓解农牧民“减畜不减产”的

增收压力，需要转变草地畜牧业生产经

营模式，优化畜群结构，加快畜群周转，

走科学高效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畜牧

业路子。一是技术创新、科技养畜，以

提高牧民收入。比如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前旗大力推广绒山羊增绒技术，促进羊

绒生长，从而提高农牧民经济收入 ；推

行肉羊三元杂交技术，大大提高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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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肉品质，在实现减轻生态压力 66%

的基础上，提高净产出 200% 以上。二是

提质增效，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

比如四子王旗创建了“杜蒙肉羊生产经

营模式”，在落实“草畜平衡”牧户中推

广，公司、牧户联营，政府引导，降低经

营风险。赛诺公司以每只杜泊公羊 6000

元的价格投放给牧民，旗政府每只补贴

3000元，实行“牧户繁、公司育”的办法，

赛诺公司与牧民签订回收羔羊合同，以

高于市场 2 元 / 公斤的价格回收杂交活

羔，实现羔羊不上草原放牧，直接育肥

出栏，产生规模效益，部分利润返还牧

民。应用这种模式，常年放牧羊群规模

压缩 2/3，使草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

护和持续利用，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赢的目的。三是政策引导，加快畜

群周转，大力发展肉牛育肥。比如苏尼

特右旗、西乌珠穆沁旗对本旗牧民补饲

冬羔提前订单，毛重达到 27 公斤以上，

在指定日期到指定龙头企业加工，政府

给予每公斤 1—3 元的补贴。西乌珠穆沁

旗还出台《肉牛育肥出栏奖励办法》，将

黄牛改良与肉牛育肥工作有机地结合起

来，规定牧户按技术规程育肥出栏，按

实际育肥出栏头数，每头牛给予 300 元

的饲料补贴。

全面发展，

草原补奖机制显成效

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给力，其覆

盖面、运行机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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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工程，是普惠型的惠牧政策，

几乎覆盖了全部可利用草地，这是前所

未有的、划时代的好政策。

（一）草原生态恢复速度明显加快。

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实施后，内蒙古自

治区通过落实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制

度，使草原生态恢复速度明显加快。据

监测，自治区草原植被平均指数接连好

转，植被盖度、高度、单产均有所提高。

（二）农牧民政策性收入显著增加。

全区每年共计发放各类奖励补贴近 50

亿元（草原补奖政策奖励补贴资金、转

移安置、牧民管护员工资、燃油补贴以

及冻精、种公羊、母牛补贴等）。其享受

人群几乎均为享受草原补奖政策的农牧

民，共计 146 万户，540 多万人，年人均

政策性收入为 1870 元左右。2010 年牧民

人均纯收入 7851 元，2011 年为 9108 元，

2012 年为 12257 元左右，收入水平增长

显著。

（三）加快推进草地畜牧业生产经

营方式转变。随着草原补奖政策的深入

推进，自治区原有的粗放型草地畜牧业

正逐步向建设型、生态型的现代化草地

畜牧业转型。据统计，2012 年全区天然

草原围栏面积已达到 5.3 亿亩，占可利

用草原面积的 50%，人工饲草地保留面

积达 2200 万亩，贮草棚 1892 万平米，棚

圈 16119.29 万平米（标准化暖棚 2298.14

万平方米）。草原畜牧业专业化合作组

织数量正在稳步增长，2012 年新增草原

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 131 个，累计达到

3444 个，新增加入草原畜牧业专业合作

组织的牧民户数为 2640 户，人数 8020

人。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为发展集约

化、标准化的高效畜牧业，拓宽农牧民

增收渠道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草原承包制度日趋完善，草

原依法流转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逐步提

高。全面落实草原“双权一制”制度，是

保证草原补奖机制各项政策顺利实施

的根本保证，而草原补奖机制的稳步推

进又进一步推动了草原承包制度的完

善。截至 2012 年 8 月，全区落实草原权

属面积 11 亿亩，其中落实集体草原所

有权面积 10.46 亿亩，占全区落实草原

权属总面积的 95%，落实国有草原使用

权面积 0.54 亿亩，占全区落实草原权

属总面积的 5%。草原承包面积 10.4 亿

亩，比 2010 年增长了 19.5%，占全区落

实草原权属总面积的 94.55%，其中承包

到户 8.8 亿亩，承包到联户 1.6 亿亩，发

放草原经营权证 1481521 份，涉及农牧

民 1926822 户。随着草原补奖机制各项

政策的深入人心，草原依法流转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也日益提高。2012 年，备案

的草牧场流转面积为 4454.9 万亩，涉及

7695 户，草牧场“隐性流转”问题得到

初步缓解。

（五）加快草原牧区和谐发展。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在自治区全面

落实，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保障

国家的生态安全 ；有利于统筹城乡和区

域协调发展，促进牧区畜牧业生产经营

方式的转变，变数量型畜牧业为质量效

益型畜牧业，进一步加快畜牧业现代化

步伐 ；有利于推进草原牧区教育事业发

展，促进转移就业。2011—2012 年，自

治区每年安排了 5000 人的转移安置试

点，作为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机制的配套

政策，为今后减轻草场压力，解决生产

生活条件恶劣地区农牧民增收问题，提

供成熟的转移安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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