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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宁夏发展量质齐

升的十年，是城乡面貌变化的十年，也是宁夏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十年。在这十年间，依照“建

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蓝图，宁夏各

族干部群众肩负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梁言顺表示，宁夏

将广泛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宣传、大实践”活

动，团结奋斗、真抓实干，进一步走好新时代长征

路，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

夏壮丽篇章。

告别贫困奔小康

夏日六盘，层峦叠翠。昔日的穷山村，今日已

是另一番模样。

“孩子他爸年初乘坐政府包机去福建的企业

打工，半年时间就给家里寄来 3.8 万元。我在家门

口扶贫车间上班，每个月收入 2800 元，这种日子

过去根本想不到！”宁夏彭阳县黄甫村 49 岁村民

刘具英满脸笑容。

历史上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曾经是极度贫

困的代名词，山大沟深，生态环境恶劣，“苦瘠甲

天下”。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把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头等大事，对标“两不愁三

保障”一鼓作气、尽锐出战，80.3 万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9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成功翻越脱贫路

上的“六盘山”。今日西海固，已全面迈进乡村

振兴新征程。固原市委书记冼国义告诉记者，

近年来，固原一方面将 641 户、2575 人新纳入防

返贫监测，制定任务清单，系统部署，示范带动；

另一方面从产业、金融、消费、旅游、光伏等多领

域拓宽农民增收渠道，222 个扶贫车间让群众就

业 不 离 村 、挣 钱 不 离 家 ，38 个 村 村 集 体 收 入 超

百万元。

“谈扶贫攻坚，不能不提宁夏；说东西扶贫协

作，不能不谈‘闽宁模式’。”永宁县委常委、闽宁镇

党委书记周德强告诉记者，闽宁镇从“干沙滩”已

变成了“金沙滩”，水电路讯都进入了脱贫群众家

中，人人享有教科文卫服务，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获得感和幸福感满满。

这十年，宁夏不但在脱贫攻坚的点上有大

突破，而且在城乡居民生活的面上也有新提升，

老百姓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农民收入十

年增长 2.26 倍，达到 15337 元，城镇居民收入增

长 1.96 倍，达到 38291 元，贫困地区群众收入增

长了 2.63 倍，达到 12786 元，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经济增速，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

速，脱贫群众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农民收入增速，

这“三个高于”说明宁夏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

了新的步伐。

生态旧貌换新颜

曾几何时依重依能型的工业结构，造成宁夏

缺林少绿，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先行区建设任务

艰巨。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张柏森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要持之以恒”的重要指示精神，优化经济增长模

式，大抓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坚决整治黄河

“四乱”和腾格里沙漠污染、星海湖生态环境问题，

污染防治按下“快捷键”，绿色发展步入“快车道”，

森林覆盖率从 11.9%提高到 16.9%，地级市空气优

良天数比例连续 6 年保持在 80%以上，黄河干流

宁夏段水质连续 5 年保持Ⅱ类进Ⅱ类出。

“大漠、绿洲、黄河。都说宁夏好，没想到塞上

江南这么美！”前来中卫沙坡头游玩的广西游客李

璐一脸惬意。今天的宁夏大地，旧貌换了新颜。

过去随处可见的“秃头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花

果山”，曾经无人问津的贫瘠区变成了游客络绎不

绝的风景区，雪豹、鸽子鱼、沙冬青等濒临绝迹的

珍稀野生动植物重现，重塑了“给心灵放个假”的

好山好水好风光。

如何担当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的使命任务？“近几年，宁夏坚决打好

治河复滩、治沙固土、治水定量、治山增绿、治污除

患的‘组合拳’，在黄河流域率先推进‘四水四定’，

黄河生态环境整治走在了流域前列，宁夏先行的

实践和成效得到了人民群众与党中央的充分肯

定。”张柏森说。

聚焦短板促转型

“发展不足是宁夏最大的实际，开放不足是制

约宁夏发展的突出短板。”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

党组书记、主任李郁华表示。十年来，宁夏紧抓发

展第一要务不放松。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

展、实现新跨越，把发展作为最大的任务，着力破

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宁夏西鸽酒庄总经理张言志介绍，气候、土壤、

光照等独具特色的风土条件使得宁夏贺兰山东

麓 成 为 极 具 全 球 竞 争

力的葡萄酒产区，尽管

宁 夏 葡 萄 酒 产 业 发 展

历史短，但目前其酿酒

葡 萄 种 植 面 积 近 50 万

亩，年产量为 1.3 亿瓶，

斩 获 各 类 国 际 奖 项

1000 多 个 ，综 合 产 值

261 亿 元 ；随 着 被 国 家

确定为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

区 ，宁 夏 葡 萄 及 葡 萄 酒 文 旅 产 业

年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元。

另 一 个 千 亿 元 产 值 的 新 业 态 也

在宁夏大地呼之欲出。“近几年，银川聚

焦 光 伏 材 料 、半 导 体 材 料 、工 业 蓝 宝 石 、

锂电池材料 4 个领域，通过实现产业链、价

值链和资本链‘三链’融合发展，预计到‘十

四五’末，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银

川市副市长、银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麦欣

甫说。

更可喜的是，当下宁夏的发展质量和效益都

在进行着重大转变。过去冒黑烟、排臭水的“傻大

黑粗”产业变为绿色低碳高效的产业，一批具有成

长潜力、发展活力的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

而起，现代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在全国都有

一席之地，枸杞、葡萄酒、文化旅游等走向全国，产

业的“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如何聚焦短板，将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结

合起来，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宁夏回族自

治区商务厅厅长徐晓平说，多年来宁夏积极融入

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成功举办 5 届中阿博览

会和首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

会，获批建设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

合试验区，国际经贸拓展到 169 个国家和地区，

宁夏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

携手发展的“关系网”越织越密，逐步从开放腹地

走向开放前沿。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张 雨 浦 表

示，令人欣慰的是，十年来宁夏实现两个“翻一

番”。其一，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1%，高于

全国年均增速 0.5 个百分点，用十年时间跨越过

2000 亿 元 、3000 亿 元 、4000 亿 元 3 个 千 亿 元 大

关，人均 GDP 翻了近一番；其二，宁夏按照“越

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指示，大抓科技创新，R&D（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投入强度十年翻了一番，综合科技创新

水平指数从全国第 22 位提升到第 18 位，迈入全

国二类创新地区，“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的“宁

夏模式”在全国推广，400 万吨煤制油成套技术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维尔铸造高

铁枕梁、吴忠仪表关键阀门、共享铸钢 3D 打印

等“单打冠军”让人眼前一亮，宁夏也有一批领

跑全国甚至全球的高科技，“科技的翅膀”助力

宁夏发展展翅高翔。

图图①① 位于宁夏灵武市马家滩镇毛乌素沙地边缘位于宁夏灵武市马家滩镇毛乌素沙地边缘，，宁夏首个水上漂浮光宁夏首个水上漂浮光

伏电站伏电站。。 袁宏彦袁宏彦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贺兰山脚下的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崇岗镇常青村红树莓种植基贺兰山脚下的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崇岗镇常青村红树莓种植基

地地，，工作人员在田间采摘红树莓工作人员在田间采摘红树莓。。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鹏鹏摄摄

图图③③ 美丽富饶的宁夏平原美丽富饶的宁夏平原。。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宁夏走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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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部干旱带的夏季，正是“产业

绿”最浓的时候。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

县河西镇旱天岭村，500 多亩紫花苜蓿

长势喜人，田间喷灌的水幕从空中扫过，

形成一道道彩虹，映射出产业振兴的美

丽景象。

旱天岭村地处黄土高原边缘，因为

地势高和极度缺水而得名。该村 2011

年从大山里移民搬迁到现址。这里地势

相对平坦，交通相对便利，政府修建了人

畜饮水工程，村里气候凉爽，环境相对独

立，非常适合养牛。精准扶贫开始后，在

驻村工作队的带领和中核集团的鼎力帮

扶 下 ，该 村 大 力 发 展 养 牛 养 羊 产 业 。

2019 年底，旱天岭村 536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成功脱贫，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

逐步能致富”。

“这两年村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村党支部书记丁建华介绍，越来越多的

村民在村集体帮助下找到自己的致富

路。来到村民马国才家，两个牛圈满是

西门塔尔等优良品种肉牛。2016 年，在

村里的大力帮助下，马国才从 17 头牛

起步开始养牛，2018 年顺利脱贫。目前

他养牛 50 多头，年收入 20 多万元。“以

前大家一直做育肥肉牛，就是把小牛犊

买回来，育肥后卖掉获利。这两年，大

家开始自繁自育，就是买回来基础母牛

配种后产犊，养大后再出售。这样做可

以不断地改良品种，让牛更壮、更优质，

一头好牛能卖 3 万多元。同时也减少

了 中 间 环 节 ，大 幅 增 加 了 效 益 。”马 国

才说。

目前，旱天岭村养牛达到了 3900 多

头。在村上的现代化养殖园区内，1500

多头肉牛在悠闲地吃草散步，个个膘肥

体壮。这两年，为推动全村养牛现代化，

旱天岭村进行了养殖园区功能区划分，

对养殖园区三期附属设施建设优化改

造，建设了智慧养殖系统。同时借助中

核集团管理优势，探索“12345”现代企业

管理模式，成立了同心县旱天岭生态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方位推动肉牛

产业扩规提质和农民增收。

养牛效益好，养羊也不错。旱天岭

村素有养羊的传统，有着丰富的养羊经

验。在脱贫攻坚前，村里只有 3000 多只

羊 。 在 政 策 支 持 下 ，如 今 村 里 养 羊 超

28000 只。

精准脱贫，牛羊成群。养殖产业优

势在乡村振兴阶段得到了延续和扩大。

2021 年旱天岭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33

元，较上一年增长 11%。“这两年，中核集

团和县里陆续投入 8000 余万元，在村里

实施了生活污水管网铺设、清洁能源供

热、巷道改造提升等 44 个项目，一个产

业兴旺的现代化美丽乡村正展现在人们

眼前。”丁建华说。

旱天岭上牛羊壮
本报记者 拓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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