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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里的自留地 ┃ 001

在文山州社科界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
研讨会上作学术交流发言

宣讲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全州社科界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座谈会上作学术交流发言



002 ┃ 山野里的自留地

2007 年 11 月，应邀到文山中小型企业融资公司宣讲党的十七大精神

应邀出席文山州蒙古族学会学习“十七大报告”座谈会暨 2007 年年会并在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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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文山州社科界代表人士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文山州社科联新春茶话会上作学术交流发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4 ┃ 山野里的自留地

应邀到州民政局为干部职工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专题

应邀到丘北革雷电站为干部职工宣讲党的先进性教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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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到州煤业公司宣讲党的十七大精神

深入普阳煤矿宣传党的十七大精神

深入普阳煤矿宣传党的十七大精神

应州煤业公司邀请到普阳煤矿出席州社科联、州煤业公司“创先争优”座谈会，并在会上宣讲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的重大意义



006 ┃ 山野里的自留地

在州社科联、州煤业公司创先争优座谈会上宣讲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大意义

应邀到州煤业公司宣讲“解放思想与科学发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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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社科院专家到马关县都龙镇专家到茅坪口岸就口岸建设和边境贸易情况进行调研

率社科专家到马关县都龙镇曼家寨矿区周边村寨调研，图为专家在听取都龙镇党委书记陈艳波介绍情况

率社科专家到马关县都龙镇茅坪口岸调研，图为专家听取都龙镇党委书记陈艳波介绍情况



008 ┃ 山野里的自留地

2010 年 8 月，组织开展“文山州社科专家天保行”大型调研活动。图为中共麻栗坡县委、县人民政
府在天保镇举行“文山州社科专家天保行”启动仪式暨欢迎会和镇情介绍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斌（左

一）代表县委政府致欢迎词

在文山州社科专家天保行调研活动启动仪式上代表专家组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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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麻栗坡县天保镇外交部援建项目苏麻湾新农村建设工程调研

深入麻栗坡边境村寨调研，与丈夫赵炳福
（州委党校副教授）在帐篷小学合影

深入麻栗坡边境调研，与当地陪同领导在
老山将军林合影留念

深入文山县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姑娘寨进行调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10 ┃ 山野里的自留地

在怡心文化艺术研究会成立一周年会议上讲话

为怡心文化艺术研究会成立一周年题词

2010 年 9 月 28 日主持文山开化古洞经音乐演唱会

2003 年 4 曰，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
团赴云南文山慰问演出。图为作者与新华社记者

在演出现场合影留念



山野里的自留地 ┃ 011

参加文山开化古洞经展演

应邀出席文山州老年民族民间协会“三月三”首届文艺演出活动

应邀出席文山州老年民族民间协会首届文艺会演并与该协会名誉会长周文琼合影留念



012 ┃ 山野里的自留地

在文山州政协十届三次常委会上认真阅读文件 在文山州政协十届三次全会上投票

带领文山州社科联党支部党员到文山州第一
个党支部旧址重温入党誓词

受到国家、省和州表彰奖励的荣誉证书

在硕果累累面前仍孜孜不倦的追求



敢为人民鼓与呼 ( 代序 ) ┃ 001

当我手捧沉甸甸且厚重的我州社科界首部个人文集《山野里的自留地》一书

时，我感到十分欣慰！

当我阅读长达 438 页的书稿，填补了我州女性理论学者空白的专著《山野里

的自留地》一书时，我感到百倍荣耀！

当我提笔为我州第一部个人政治经济学理论读物《山野里的自留地》一书作

序时，我感到万分自豪！因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籍，而是一本敢为、善为、

乐为人民鼓与呼的三七之乡社科专家周维丽主席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其思想智慧

的结晶与殚精竭虑的产物！

《山野里的自留地》是植根于壮乡苗岭、瑶寨彝村，深入浅出、厚积薄发的

“理论红皮书”。

《山野里的自留地》是为经济欠发达和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吹响的“集结号”与孕育的“金点子”。

《山野里的自留地》是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的社科专家周维丽主席撰写

的本土原创性的“建言献策大全”。在立足本地学习思考问题方面起了一个身先

士卒的好头，起到了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

常言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是，外来的和尚，初来乍到，难免水土

不服，也不乏念“歪经”和“白经”者。与此相反，文山州社科联主席周维丽就

是一位本地成长起来的优秀社科专家之一。她笃信伟人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事实上，对于领导者而言，“没有调研就没有决策权”。因

此，大凡由周维丽主席提出的意见建议，都有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理论释阐，

观点表达，思考结论，经验教训，启迪反思等作支撑。

故《山野里的自留地》中的理论文章、调研报告、意见建议、感想体会等，

都是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具有预测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和

“真理光彩”！

敢为人民鼓与呼 ( 代序 )
—为《山野里的自留地》一书出版问世而作
龙 符



002 ┃ 山野里的自留地

一

《山野里的自留地》一书，分为“理论视野”、“经济纵横”、“党建论

坛”、“廉政建设”、“荣辱观”、“教育之窗”、“新农村建设”、“和谐文

化”、“民族文化”、“散文随笔”、“诗歌”等十一大板块。

《山野里的自留地》一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课题大到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以及“桥头

堡”、“大通道”、“新高地”建设。涉及的政治课题，小到文山州的思想解

放、廉政建设，甚至盘龙河的治污、普者黑的治理，等等。在《山野里的自留

地》一书中，作者为发展文山、振兴文山，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视角，不唯书，

不唯上，只唯实，以振聋发聩的语言，为实现三七之乡的腾飞，奔走呼号！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然，也少不了作者精心的个案研究，深入剖析

都龙镇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在该书中，作者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边境

贸易”、“新农村建设”等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撰写了五篇课题论文，像剥竹

笋一样，层层深入，为都龙镇的发展，指明方向。作为一名社科专家，周维丽主

席为一个边境小镇“问诊把脉，治病支招”，绝无仅有。同时，也开创了我州社

科界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深入基层、扎实调研的一种敬业之风！

江泽民同志曾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作者独具慧眼，犀利地指出，对于地处

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文山来说，目前思想上存在的障碍：一是封建残余思想影响

依然存在。表现在：等待、观望、迷信的思想，在我们一些干部群众的头脑中依

然存在。二是小生产方式的影响依然存在。表现在：目光短浅，安于现状，无创

新精神，前怕狼后怕虎，狭隘封闭。三是计划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表现在：办

事效率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四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依然存在。表

现在：急功近利，抓发展就是单纯抓 GDP 增长，就是修高楼大厦，就是卖资源

等。在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一是机构重叠；二是机制体制不活；三是旧体制机制

未根本清除，新体制机制未出台或不完善；四是新体制机制需要检验，执行力有

待加强。

凡此种种，说明文山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还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不断解放思

想，深刻反思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破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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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真正解放出来，才能促进边疆民

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文山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文山在决策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在体制上的每

一次重大创新，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次创造性发展，人

民生活的一天天改善，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点信任和理解，无不

取决于思想解放的力度，无不彰显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和强大动力。在当今改革

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没有社会科学的发展，没有理论上的突破，就不可能打破因

循守旧、保守陈腐的旧观念，就不可能有人们的思想大解放。

文山作为地处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历史、社会、现实等

多种原因，先天发展不足，“老、少、边、穷”是文山州州情的重要体现。突

出地表现为劳动者素质低下，经济基础薄弱，财政基础十分脆弱，文化、教育

发展落后，加之长期战争，使先天不足的文山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面

对沉重的历史包袱，文山的干部群众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没有怨天

尤人，没有等待观望，而是用实际行动喊出了“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

干才有希望”，“科学发展、开放和谐、穷则思变、后来居上”具有排山倒海

之势的口号。它是文山人的脊梁，是文山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力量源泉。

可以说，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

实现。

周维丽主席用文学化的语言形象描绘道：经济全球化，是鲜花还是陷阱，

“一个幽灵，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经济全球

化一把“寒光凛凛的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发展中国家染上了伤

寒，发达国家也会得感冒”，经济全球化更加现实地意味着，所有人都在一条

船上。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只有参与全球化才能搭上世界经济的高速列车。

面对如狼似虎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国企业系紧鞋带，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加入

WTO 机遇大于挑战，但并非是一颗蜜枣，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许多行业将被

“逼上梁山”，不得不与技术雄厚的国外同行进行“肉搏战”，民族工业要“与

狼共舞”。

古人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