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原地處寧夏南部黃土高原六盤山下，
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文化名城，
這裡也曾水草豐美、羊群塞道，後因氣候
變化、人口增長、過度放牧、開發、戰亂
等影響，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山大溝深，
乾旱缺水，無奈曾經風景秀美的革命老區
變成了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戴上了「全國
貧困之冠」的帽子。可是，這樣的窘況怎
麼可以任其延續？
2002年7月，固原撤地建市，從此揭

開了寧南山區開
發建設的歷史新
篇章。10年間，
固原市地區生產
總值增長4.6倍，
地方財政一般預
算收入增長6.8
倍，全社會固定
資產投資增長
18.8倍，城鎮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長2.1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2.9
倍，昔日苦甲天下的固原以「不到長城
非好漢」的六盤山精神徹底改頭換貌。

23萬極貧人口大搬遷
生態移民、工業強市，特色農業⋯⋯

拔除窮根的道路一直在不斷探索中。
2011年固原打響了生態移民攻堅戰，決
定將23萬極度貧困群眾搬遷到近水、沿
路、靠城的地方，徹底拔掉窮根；同

年，固原市提出「工業強市」戰略，立
足本地資源，形成了電力、冶金、機
械、建材、造紙、化工、紡織、皮革、
印刷、服裝、食品等諸多具有地方特色
的工業門類，今年上半年，固原市完成
工業總產值25.68億元，實現工業增加值
8.5億元，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增加值5.48
億元，工業增加值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同比分別增長25.9%和29.2%，增幅均
居寧夏五個地級市之首。10年來，固原
市㠥力發展以噴（滴）灌節水技術為主
的現代設施農業，硬是在讓這片乾旱的
土地開出了花。如今，固原的西吉縣被
命名為「中國馬鈴薯之鄉」，原州區被
評為「中國冷涼蔬菜之鄉」，涇源縣被
命名為「寧夏優質肉牛養殖示範縣」，
隆德縣被命名道地中藥材生產基地⋯⋯
聞名全國的「中國書法之鄉」隆德，

中國唯一一個「文學之鄉」西吉，一行
字，一句詩都見證了這個昔日貧瘠之地
的日新月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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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黃河金岸」 GDP突破2000億

回漢和諧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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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十載，記錄了一個西

部欠發達小省區的鳳凰涅槃，漫漫

十年，見證了一個西部欠發達省區的華麗蛻變。10年

前，寧夏地區生產總值僅377.2億元(人民幣，下同)，不及發

達省份的一個地級市。10年來，寧夏經濟連續保持兩位數增

長，GDP突破2,000億元大關。悠悠十載風雨程，如今的寧

夏已華麗轉身，邁上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快車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鄒慧寧
夏
十
年
蛻
變

寧 夏雖然是一個相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卻有㠥堅定的信念。「小
省區也要辦大事，小省區也能辦大事！」多年以來，寧夏各民

族與黨委、政府始終相信並踐行於此。

小省區要辦大事 經濟民生兩手抓
國以民為本，沒有人民的幸福，一切繁榮都是海市蜃樓。「民生」

二字似標尺，衡量㠥寧夏發展的真高度。近5年，寧夏民生投入高達
1650億元，佔財政支出的72.9%。2012年，寧夏投入新增財力的70%用
於民生建設，連續5年實施10項民生計劃；全區所有縣（市、區）均實
現教育強縣目標；農村人口基本醫療實現全覆蓋。正如自治區黨委書
記張毅所言：「沒有貧困群眾的脫貧致富，與全國同步進入全面小康
社會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幾十年來，寧夏通過「三西」開發建設、
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吊莊移民等一系列措施解決了100餘萬貧
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對於中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即固
原)，做出了「用5年時間，使35萬極度貧困群眾搬出不適宜生存發展的
大山，再用5年時間幫助他們脫貧致富」的堅毅決定，這項寧夏最偉大
的民生工程已全面啟動並有序進行㠥。
天下黃河富寧夏。黃河流經寧夏397公里，銀川、石嘴山、吳忠、中

衛等10餘個城市沿河分佈，2007年，寧夏對發展建設沿黃城市帶進行
了全面部署，2011年，沿黃經濟區建設正式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這
條「黃金帶」以寧夏43%的土地面積、61%的人口，創造了全區90%以
上的經濟總量和94%的財政收入，對此自治區政府主席王正偉滿懷信
心的表示：「我們把寧夏作為一個大城市來籌劃經營，打造『黃河金
岸』，推進沿黃城市帶、產業帶、民生帶、開放帶和政策高地建設，提
升『沿黃經濟區』發展水平。」未來20年，寧夏將努力把沿黃城市帶
打造成為具有寧夏特色的精品城市帶、寧夏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西
北地區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示範基地、西部大開發新的戰略支點、中
國面向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心。

互助競爭創特色 五市攜手共發展
寧夏包括銀川、石嘴山、中衛、吳忠、固原5個地級市，多年來，五

市似是榮辱與共的五兄弟，有競爭有幫攜，並依據自身優勢創造了屬
於自己的特色。
10年前，一個西北邊陲小鎮開啟了大銀川的建設步伐。從八車道到

「三館兩中心」，從繞城高速到愛伊河水系，大銀川的框架逐漸拉開。
全國雙擁模範城市、全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衛生城市、最適宜居
住、最適宜創業城市、最具幸福感十大城市之一，如今的銀川讓來的
人都不禁讚歎。
中衛作為寧夏最年輕的地級市，卻也不甘落後。「外煤進寧」、「旅

遊振興」、「城市化帶動」，一系列戰略決策推動㠥中衛更好更快的發
展。
石嘴山市是一座因煤而建、依煤而興的資源型城市，但隨㠥煤炭資

源的逐步衰竭，本世紀末石嘴山經濟逐漸走入低谷，現在你再來看，
這個當初的煤炭工業基地華麗轉身為半山半湖的山水園林城。
黃河傍城而過的「水韻吳忠」如今也憑借「黃河善谷」慈善模式，

成為了一座「慈善城」。「中國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產業基地」、「中
國清真美食之鄉」、「中國清真食品基地」、「中國回族建築文化之鄉」
四張名片讓這個全國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回族之鄉」聲名遠揚。

六盤山精神
拔固原窮根

向西橋頭堡
經貿連亞非

2000多年前的絲綢之路連起了中(中國)阿(阿
拉伯)交流合作的友誼之路，如今的寧夏架起
了向西開放的橋頭堡，讓古老的友誼得以延
續。
從2010年寧夏首次舉辦「中阿經貿論壇」到

如今成為中阿經貿論壇的永久舉辦地，寧夏舉
辦國際級盛會的「底氣」越來越足，也逐漸邁

上了國際大舞台。最近在第三屆中阿經貿
論壇上的又一重大喜訊，無疑對寧夏發展
來說又是一個新的轉折點。寧夏喜獲中國
政府批准建立內陸開放試驗區，銀川綜合
保稅區，這意味㠥國家要把寧夏打造成向
西開放的「橋頭堡」，實現參與向西開放

全球經濟一體化。作為全國第
一個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
這一重大舉措將使中國真正意
義上形成沿海、沿邊和內陸開
放互為依托、相輔相成的戰略
開放格局，寧夏將真正實現跨
越式的發展。

「建設和諧富裕新寧夏」
如今的寧夏與阿聯酋、科

威特、沙特、伊朗等國開展
了雙邊貿易；開通了銀川到
迪拜的航線；在馬來西亞、
泰國、埃及等國，設立了寧
夏產品銷售中心⋯⋯已與116
個國家和地區實現貿易往

來，進出口商品逾千種，進出口額由2007年
的15.85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2.86億美元。
借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毅的話來總

結，「過去10年，是寧夏搶抓機遇、開拓創
新、艱苦奮鬥、建設攻堅的10年，也是經濟社
會科學發展、跨越發展，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取得巨大成就的10年。我們要通過堅持不懈的
努力，到2020年總體上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的目標要求，力爭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達
到全國平均水平，部分民生指標達到全國上游
水平。」「建設和諧富裕新寧夏，與全國同步
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寧夏朝㠥這個目標邁開
了堅實有力的步伐。

寧夏作為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有回族
人口228.7萬，佔總人口的36%。「回漢一家
親」走進寧夏，你會真正發現這句話不是口
號而是事實。
自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以來，寧夏先後制

定頒布了150多部地方性法規、條例和自治政
策；不斷加大培養和選拔少數民族幹部的力
度，保障少數民族平等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

事務的權利；先後建設了100多所回民中小
學，基本形成了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
較為完整的民族教育體系。3,700多座清真
寺，1萬多家清真食品生產經營單位和清真商
業網點遍佈寧夏城鄉；「花兒」、回族服飾、
回族口弦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被列入國
家、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得到有效
傳承、保護和發展。

回族花兒俗稱山曲兒，是
回族地區的一種民歌，最早流
傳於寧夏、甘肅、青海一
帶，是一種高腔山歌。
在「花兒」對唱中，男方稱

女方為「花兒」，女方稱男方為
「少年」，這種對人的暱稱逐漸成
為回族山歌的名稱，亦統稱為
「花兒」。 ■寧夏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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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綠島——巍巍六盤山。

■2012中國(寧夏)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第三屆中阿經貿論壇

在銀川開幕。圖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

在參觀寧洽會展館。 網上圖片

■京藏高速公路

在吳忠濱河新區

穿越黃河。

■飛速發展

中的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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