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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时评

重点推荐

高起点上再出发

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浙江坚定

不移推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

再出发，通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

培育新兴增长点，全省经济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在高起点上加快向高质量发

展迈步。

6版

□ 孙 波 陈晓虎 马 俊 邹欣媛

曾经很长一段时期，“盲目开

垦——生态破坏——干旱少雨——

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让宁夏西海

固地区一度被称为“不适宜人类生存

的地方”，并成为贫困的代名词。

西海固如何彻底摆脱贫困？这

是一份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

的高难度考卷。40年改革开放的实

践证明，唯有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西海固的人口、土地、环境、

经济才能迈入良性循环。

从苍凉走向美丽，从贫困走向富

裕，一个降水量明显增加、“生态长

城”日益稳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精

神富足不甘落后的新西海固呼之欲

出。随着最后19万多贫困人口的脱

贫，这里即将交出一份中国“脱贫奇

迹”的西海固答卷。

聚力攻坚

西海固囊括了固原市原州区、西

吉县、隆德县、彭阳县、泾源县、中卫

市海原县以及吴忠市同心县、盐池

县、红寺堡区等9个贫困县区，宁夏

现有的23.89万贫困人口中有19.28

万人集中于此。

走进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村口

一片花田花海，硬化村道两边庭院错

落，绿树红瓦，近处的休闲小广场周

围建有农家茶馆、农家乐，远处翻过

一座小山便是村里的牧草试验场和

生态养牛场，当地村民、施工人员、外

地游客，进进出出、欢声笑语，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脱贫光荣户”马克俊带领新华

社记者来到杨岭村史馆，指着一张张

历史照片，声情并茂地讲述杨岭村几

十年来如何摆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的苦难，成为草畜、苗木、养殖产业壮

大的美丽村庄故事。

杨岭村的变化，是西海固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

这里的山川连着中南海，这里的

贫困牵动党中央。1982年，中央决

定实施“三西”（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定

西、河西）扶贫开发计划，西海固首开

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

贫的先河。

——1983年以来，国家投向宁

夏的扶贫资金达430余亿元，能源、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大发

展，打通了贫困地区“内通外联”通

道。目前，固原市5个县区全部由高

速公路连接，823个行政村全部通沥

青水泥公路，六盘山机场开通的航班

越来越多，西海固人走出大山、踏上

经济“高速路”不再是梦想。

——福建省22年来向宁夏伸出

援手，仅向固原市就提供资金及实物

8.63亿元，115家闽商企业在固原市

建厂兴业，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技

术，大数据灾备中心、制衣、人造花、

供港蔬菜、油用牡丹等一批产业项目

纷纷落地，带动1.8万名贫困农民就

业脱贫。

——中国铁路总公司、华润、中

航油、中国商飞、中国建材等央企响

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发挥各自产

业优势“造血”，在原州区帮扶建设

农产品批发市场，在西吉县援建标

准化厂房，在盐池县提供资金支

持发展滩羊、援建通用机场，在海

原县创造“华润扶贫模式”发展高

端肉牛产业，在红寺堡区建设包装

材料工厂……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推动

易地扶贫搬迁，减轻了西海固的人

口压力。35年来，宁夏探索实施吊

庄移民、生态移民、劳务移民、插花

移民，6次大规模移民累计从西海固

地区移民120余万人。特别是“十

二五”以来，投入105亿元实施35万

生态移民工程，大大减轻了西海固

的人口、资源矛盾，移民得以在近

水、沿路、靠城的区域拔掉穷根。据

统计，贫困核心区域固原市的贫困

人口减少到2017年年底的9.55万

人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突 破

8500元。

西海固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也不断被激发。“当年红军翻越六盘

山播撒的红色基因，鼓舞西海固人不

甘于向命运低头，不懈追寻‘何时缚

住贫困苍龙’的答案。”固原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正儒说。

如今，这种精神正在源源不断地

释放出强大的能量，西海固人挺起了

脊梁、撸起了袖子。一批又一批农民

主动在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登记申

请书上签字，向昔日的“世界级贫困”

挥手告别。

56岁的张富德是隆德县张楼村

讲习所的讲习员，他十分热衷给村里

人讲课“提神”。“原来日子过得不像

样，赶上精准扶贫政策好，家里脱了

贫。现在我经常在讲习所分享‘种好

菜、养好牛、脱贫致富不用愁’的经

验。”张富德说。

青年返乡创业带来新风，搅热了

贫困农民的心。看到西海固山乡巨

变，很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红军

长征会师地——西吉县将台堡是谢

宏义的家乡，原本在浙江开公司的

他，回来打造“红军寨”红色文化生态

旅游区，建设2.5公里浓缩景观，再现

当年红军长征情景，带领当地百姓走

上休闲农业+红色旅游之路。

宁夏回族自治区负责人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

切关怀下，各种优质要素资源快速向

西海固集聚，更加精准发力、攻克难

中之难，形成集中精力抓脱贫、齐心

协力奔小康的生动局面。

破解水困

西吉县将台乡火家集村种植大

户火彦红家的100亩西芹碧绿水嫩，

外地客商纷纷前来订购，每亩收入过

万元。“好菜需好水！今年，断流30

多年的葫芦河通水了，用河水浇灌芹

菜，可比原来的机井水强多了。”火彦

红说。

火彦红念叨的葫芦河是西吉县

的“母亲河”。站在河边，水面开阔，

清流潺潺，芦苇、香蒲环绕，水鸟竞

飞，让人心旷神怡。很难想象，一年

前，葫芦河还是远近闻名的臭水沟，

淀粉加工厂直排黑臭水，采砂场滥采

滥挖，垃圾随处可见……

一切改变归功于当地重新审视

水资源、消除水污染的决心。去年，

西吉县投入2.52亿元启动葫芦河综

合治理工程，填筑防洪堤、疏浚河道、

修复植被，拆除河道内78家企业，还

两岸14.2万群众一河清水。

不仅葫芦河，固原市从去年起整

合资金32亿元启动清水河、葫芦河、

渝河、泾河、茹河“五河共治”。固原

市水务局副局长龚国栋介绍说，通过

探索截污治污、恢复自净、修复生态、

涵养水源等创造性治水模式，如今，

五河岸边污水处理设施拔地而起，大

型人工湿地初具规模，绿化面积大幅

提高，水体生态全面恢复。

“五河共治”是固原市治水的一

次重大突破，也是干旱地区刷新资源

观、追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探索。

固原市地表水资源量仅5.67亿

立方米，每年从黄河引水1100万立

方米，水资源总体短缺的现状短期内

无法彻底改变。昔日肆虐的旱魔给

西海固人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十年

九旱、广种薄收、食不果腹……

如何破解水困，破解世纪干旱难

题？是摆在当地干部群众面前的重

大课题。

“西海固治理，水为大政。只有

破解水困，才能破解贫困，否则投入

再多人力、物力，也会深陷‘卡脖子

旱’。”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厅长

白耀华说，现在治水方略是南引泾河

水、北调黄河水、用好当地水，在不断

增加水资源的同时，通过高效节水手

段，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让水循着

价值规律流动，把每一滴水用到

极致。

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

及连通工程解决了113.53万人的安

全饮水，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94.5%，圆了老百姓的安全饮水梦。

西海固人从此拧开水龙头就能喝上

甘甜的泾河水，上锁的水窖、驮水的

毛驴、难咽的苦咸水都已成为历史。

有了自来水，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曾

经惜水如油的西海固人有了洗澡的

习惯，脸上有了舒展的笑容。

固海扬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等

工程的实施，给西海固引来了黄河

水，为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供了基础

性条件。有了黄河水，盐池县发展黄

花菜产业，红寺堡区种植酿酒葡萄，

同心县推广文冠果……

水多了，农民的头脑活了，兴起

安格斯肉牛、黑毛驴、万寿菊、中蜂等

很多新产业。未来，宁夏将继续扩大

引黄规模，通过200多公里管道输

送，再为山区增加7000万立方米水

支持发展特色产业。

绿色发展

8月的一个清晨，俯瞰彭阳县金

鸡坪梯田公园，依山傍沟、层层叠叠、

如链似带，在曙光中腾云驾雾，宛如

一枚枚“绿色指纹”印刻在黄土高原。

彭阳县曾是西海固生态最脆弱

的地方之一，1983年建县之初提出

“生态立县”，顶着“天寒地凉条件差，

植树造林搞绿化，瞎子点灯白费蜡”

的质疑，几十年一张蓝图绘到底，为

造林整地挖的沟连起来可绕地球三

圈半。青山葱郁、群岭叠翠，如今的

彭阳已走出荒山秃岭的困厄。

18年的退耕还林还草，15年的

封山禁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

西海固原有重大生态工程基础上，又

进一步实施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六

盘山重点生态功能区造林绿化等工

程，这里的生态系统开始良性循环，

仅固原市的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

12.8%提升至 25.1%，林草覆盖度

达73%。

“固原年平均降水量由1982年

282.1毫米、2012年449.6毫米，提高

到现在 504.6 毫米，远远高于银川

市，气候变湿润了。”固原市气象局局

长杜鑫说。

西海固山绿了、水清了、天蓝了，

但苦于缺乏致富产业，腰包并未鼓起

来。固原市在生态重建过程中也彷

徨过，在“无工不富”理念影响下，也

曾提出走“工业强市”之路，但是当地

缺水、生态脆弱，此路不通。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这

是对西海固的重大考验。“原来就生

态抓生态，柠条、沙棘、山桃、山杏虽

然绿了荒山，但经济效益低。现阶段

的生态重建必须高质量，实现生态

美、百姓富的统一。”固原市副市长

周文贵说。

格桑花怒放、月季香阵阵，苹

果、酥梨压弯了枝头，迎客松伸展臂

膀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六盘山

下1000亩“四个一”林草产业示范

园俨然成了一座“花果山”。为了寻

找耐寒、耐旱的新品种，解决经果林

品种少、规模小、产值低的问题，今

年以来固原市科学试验，建设38个

“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草”

试验示范园，在2万亩土地上试种

269个品种。

“经过试验，我们发现以往没种

过的大果榛子、美国红枫、蜜脆苹果、

红树莓等长势不错，再进一步观察、

筛选，我们有信心发现更多适合高

寒地区、经济效益更高的新品种。”

固原绿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勇说。

如今，“四个一”科学试验代替了

拍脑袋决策，固原市采取政府引导、

科技支撑、市场运作、企业主体、农户

参与的方式，走上生态建设与脱贫攻

坚结合的“绿色+”之路。

塞上江南的塞上江南的““紫色名片紫色名片””
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

年代，历经多年的发展，产区影响力、产

业带动力、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已成

为宁夏独具特色的“紫色名片”。截至

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57万

亩，年产葡萄酒近10万吨。图为来自法

国的酿酒师瑞吉（左）与当地酿酒师一

同用仪器检测酿酒葡萄汁含量。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从 苍 凉 走 向 美 丽 富 裕

砥砺奋进一甲子
塞上江南谱新篇

□ 何晨阳 杨稳玺

秋高气爽，塞上大地一派丰收景象，

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将迎来成立 60 周年

的喜庆日子。

从贺兰山麓到六盘山下，可谓处处

旧貌换新颜：2017年宁夏地区生产总值

达 3453.9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09

万元，分别是 1958 年的 1053 倍和 289

倍；累计减贫33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16.9个百分点；沙化、荒漠化土地连续20

年“双缩减”……

6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宁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局面，充分展

示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巨大优越性。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

族大团结旗帜，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增强……历史和

现实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从根本

上保证了680多万宁夏各族群众在中华

民族大家庭里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发展。

团结促发展，发展筑团结。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多举措加快民族地区发

展，确保没有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

队。宁夏各族群众正向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奋进。

万众一心的共同梦想、守望相助的

交融汇聚，让“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

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

视民族团结”的理念，融入宁夏各族群众

血脉，使宁夏的民族团结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

今日的宁夏，“三个离不开”“五个认

同”思想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更加牢固，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共居

共学共事共乐，形成了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融洽氛围。

砥砺奋进一甲子，同心筑梦六十

年。新华社发表的评论认为，宁夏大地

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合力绘就

民族团结壮美画卷。民族团结之花常开

长盛、红遍塞上，汇聚起携手奋进新时代

的磅礴伟力。

蓄势扬帆再远航，塞上江南谱新

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宁夏各族人民必将团结一

心，艰苦奋斗，续写辉煌！

宁夏红寺堡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的绿色新生生态移民的绿色新生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是我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区。经过多年的努力，该区不仅把荒原戈壁孕育成万亩“绿洲”，经济水平也不断发展。

记者日前深入红寺堡移民安置区，选取两组生态移民家庭，记录他们在这片热土上播种希望，开启新生活的故事。图为红寺堡镇中圈塘村

移民乔文生（右）与妻子高慧珍走在葡萄地里。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摄

随着最后19万多贫困人口的脱贫，宁夏西海固地区即将交出一份
中国“脱贫奇迹”的西海固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