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大农牧民是农村牧区建设的主体。深入开展新时

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千村示范、万村行动工作”，是深

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的

要求，是推进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培育新时代农牧民的要求，是建设文明内蒙古、

守护好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要求。我们要在精神素质

层面打场攻坚战，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

智力支持和文化环境。



主要目标
如何开展好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一



        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千村示范、万村行动”

从2019年启动实施，按照“统一部署、立足当地、示范引领、全面

展开”的要求，按嘎查村10%的比例，全区建成1000个以上示范嘎

查村，进而带动全区所有嘎查村全面开展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工

作。



任务内容
如何开展好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二



一学，即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学好总书记关于内蒙古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好党中央关于农村牧

区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各级

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引导农牧民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两建，即建立健全简洁明了、便于执行的村

规民约，建立健全规范运行的村民议事会、道德

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会等群众组织。



三带，即嘎查村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先进典

型在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中，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先锋模范、榜样引领等带动作用。



四改，即改“等靠要”消极思想改陈规陋习

和不良习气；改脏乱居住环境；改不健康生活习

惯；改落后的生态观念和行为。



五提升，即经过共同努力，提升农牧民思想

觉悟和民族团结意识，提升孝老爱亲和诚实守信

意识，提升创业致富和拼搏奋斗意识，提升科学

文化素养和卫生健康意识，提升生态文明和环境

保护意识。



方法举措
如何开展好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三



抓百姓宣讲1

       一是围绕乡村振兴的政策，搞个100问或100句，组织开展分众化

宣讲。

       二是村级要明确专人讲，常年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



抓“两建”2

        建“一约四会”，即建村规民约，建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禁赌禁毒会等群众组织。现在村规民约普遍有，但不管用。

        一是从最紧迫、最需要改的问题入手，比如随礼、脏乱差环境等，

找出最大的问题列一条，两三条。不要大笼统、不要空虚没用的。

        二是人人户户签约定，改风气、改现象、改问题。



抓“五改”3

        一是不要教条。自治区方案提出“五改”，这是针对全区面上的。

具体到旗县，要从本地本村出发，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哪个能

迅速见效就先抓哪个，可以五改、六改。

        二是真改实改。“五改”中的问题，是常年形成的习惯，改起来是

很难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成。

        三是注意方法。要准确把握村情民情，多用一些柔性的、带动性的、

激励性的措施办法，不能蛮干、硬推，把好事办砸，引起负面舆情。



抓支书带动4

        一是村支书要亲自推动制订村规，要带头遵守亲自改，要带动家

人亲属一起改。

       二是第一书记要亲自抓。三是扶贫工作队要把“五改”作为基本任

务。



做成一篇文章
如何开展好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四



       围绕农牧民素质提升这个目标，要把当前

农村牧区开展的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做成一

篇文章。



农牧民素质提升是当前农村牧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主要内容。

1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乡风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文明

家庭、文明村镇创建，都要围绕、体现、助力农牧民素质提升工作，要

作为整体，不能分开，更不能单项突进，“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  



“两中心、一平台”是重要载体

       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学习强国”平台，都要聚焦

新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工作。



“两个十”“一超市”是推动力量

       “十个一”活动。每个嘎查村建立个“学习讲堂”、一支业余乌兰牧骑

文艺队、一支志愿服务队、一支体育健身队，建设一个积分奖励的“文明团

结超市”，制定一套规范有效的村规民约，组织一次就近就便的文明实践学

习观摩活动，每年举办一场“丰收节”活动、一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展示活

动，选树一批文明实践先进典型。



“两个十”“一超市”是推动力量

       文明团结超市。农牧民用自己的文明行为累积分数，兑换日用生活品。



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网格化落实是底线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在支部。一是要守住底线，绝不能出现

违背国家政治制度、违背主流意识形态、违背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非

法传播宗教等触犯底线的行为。二是要把网格员队伍建起来，有人抓、

有人管。



公共文化服务“三大工程”是基础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智慧广电”的广电网络入户工程，

鸿雁图书悦读”工程，要继续抓好。



强化“四力”教育实践工作是保证

     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农牧民素质提升这项工

程中能不能抓出“示范村”“示范户”，作为检验“四力”的重要衡量。



形成合力
如何开展好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五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1

      一是一月一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把各成员单位定

期召集在一起共同研究工作，互通信息，密切配合，相互借力。

     二是解决问题。要提高会议质量，要有效果，每次研究解决一个或

若干问题，不能形式化。三是盯住落实。定下就千，干就干好。不能

会上激动，会下不动。



抓好与各部门的合作2

      先抓“七个样板”：一是与扶贫部门合作，把脱贫攻坚与素质提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二是与农牧部门合作，与农村牧区“十县百乡千村”示范行动同步推进；三是与金融部门

合作，开展好“信用村”“信用户”评定，巩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四是与卫健部

门合作，开展好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教育；五是与司法部门合作，深入推进“法律进农村牧

区”工作；六是与妇联合作，深化“美丽家园”建设和“最美家庭”评选；七是与林草部

门合作，推进乡村绿化美行动，确保“千村示范、万村行动”高起点开局、高质量推进。



抓书记、书记抓3

       盟市、旗县、乡镇三级书记。一是要比照自治区，盟市、旗县部

长向书记作汇报，书记要亲自听取汇报，亲自解决突出问题，亲自布

置工作。二是旗县委书记要亲自给乡镇党委书记布置工作，明确农牧

民素质提升工作是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同

布置、同安排。



典型示范
如何开展好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

六



抓示范村、示范户

       一是乡镇要抓示范户，旗县要抓示范村，盟市要每年对示范村、示范户

提出目标，和其他盟市作比较。

       二是要选树一批脱贫攻坚的典型，个人奋斗的典型、扶贫干部的典型，

乡村振兴的典型，素质提升五改的典型



需要明确“四件事”
       一是明确在素质提升“示范村”“示范户”基础上，评“文明村

镇”“文明家庭”；

       二是明确在专业志愿服务基础上，评“文明单位”；

       三是明确在校地共促素质提升基础上，评“文明校园”；四是明确在有

条件的盟市、旗县，可比照农牧民素质提升工作，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开展市

民素质提升。



大力度宣传典型

       一是自治区、盟市、旗县都要抓好氛围营造，自治区各类媒体要制定农

牧民素质提升的专门方案。

       二是县级融媒体中心，一挂牌，就要能看到素质提升的内容。

       三是向自治区、中央媒体做好推送。



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