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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正

伟
，

男
，

回
族

，
中

共
第

十
六

届
、

十
七

届
中

央
委

员
，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党
委

副
书

记
、

政
府

主
席

。
 

一
九

五
七

年
六

月
生

，
宁

夏
同

心
人

，
民

族
经

济
学

博
士

。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参

加
工

作
，

一
九

七
七

年
考

入
宁

夏
大

学
中

文
系

。
一

九
八

二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历

任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同

心
县

委
宣

传
部

秘
书

，
自

治
区

党
委

办
公

厅
副

处
级

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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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区

党

委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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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公

室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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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区
党

委
政

策
研

究
室

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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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治

区
党

委
宣

传

部
常

务
副

部
长

、
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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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
八

年
四

月
至

二
〇

〇
七

年
一

月
任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
、

宣
传

部
部

长
，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
、

银
川

市
委

书
记

，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

、
自

治

区
常

务
副

主
席

等
职

。
二

〇
〇

七
年

五
月

代
理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主

席
职

务
，

二
〇

〇

八
年

一
月

任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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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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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族

民
俗

学
》

《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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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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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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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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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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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经
济

制
度

论
纲

》
《

城
市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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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部

，
主

编
《

知
识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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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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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

让
宁

夏

走
向

世
界

》
《

宁
夏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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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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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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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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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日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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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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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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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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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表
各

种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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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文

章
百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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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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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民

日
报

》
《

诗
刊

》
等

发
表

诗
歌

作
品

多
首

。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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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宣

部
   五

个
一

工

程
奖

    、
中

国
图

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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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间
文

学
专

著
一

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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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宣
部

中
国

民
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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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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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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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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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与

王
正

伟
同

志
共

事
多

年
，

对
他

的
为

人
是

了
解

的
，

他
虚

心
好

学
，

勤
奋

工
作

。
他

心
系

广
大

群
众

，

甘
当

人
民

公
仆

。

他
主

持
政

府
工

作
，

政
务

繁
忙

，
但

仍
挤

出
点

滴
时

间
，

书
写

不
少

著
作

，
并

且
还

常
赋

诗
。

近
年

来
，

他

连
续

在
《

人
民

日
报

》
发

表
《

唐
徕

赋
》

《
黄

河
金

岸
赋

》
《

民
生

赋
》

等
乡

土
民

情
的

诗
词

，
字

字
铿

锵
，

名

句
朴

实
，

志
存

高
远

。
宁

夏
书

画
艺

术
发

展
促

进
会

在
会

员
建

议
下

，
组

织
十

五
位

书
法

名
家

，
以

挺
拔

秀
美

的

笔
墨

，
出

版
《

<
唐

徕
赋

>
书

法
集

》
，

受
到

各
方

的
好

评
。

时
值

  农
家

书
屋

  工
程

启
动

，
为

普
及

书
法

艺
术

，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

宁
夏

书
画

艺
术

发
展

促
进

会

再
次

组
织

书
法

家
用

书
法

撰
写

正
伟

同
志

的
三

篇
赋

，
通

过
有

关
部

门
分

赠
全

区
一

千
五

百
个

  农
家

书
屋

  ，

不
失

为
宣

传
宁

夏
、

学
习

书
法

、
赞

美
家

乡
的

好
机

遇
。

当
我

读
到

  唐
徕

，
宁

夏
平

原
之

血
脉

也
     黄

河
乳

汁
千

年
，

金
岸

文
明

百
代

  的
赋

句
，

不
由

心
驰

神

往
，

真
为

  天
下

黄
河

富
宁

夏
  而

自
豪

。
更

为
正

伟
同

志
的

立
场

：
  为

政
一

任
，

当
求

政
通

而
人

和
，

业
兴

而
事

成
，

心
系

于
民

，
功

必
垂

成
  而

感
动

、
而

兴
奋

。
重

视
民

生
，

一
直

是
正

伟
同

志
的

从
政

之
本

，
他

专
为

此
作

《
民

生
赋

》
，

令
人

爱
不

释
手

。

出
于

将
正

伟
同

志
三

赋
合

编
成

书
，

很
有

意
义

，
略

叙
心

意
，

以
为

序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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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

  金
  岸

  赋

黄
河

金
岸

赋
二

十
三

       悠
悠

千
古

，
浩

浩
然

大
浪

惊
涛

拍
岸

；
生

生
不

息
，

荡
荡

乎
卷

云
堆

雪
御

风
。

黄
河

远
上

白
云

间
，

其
势

壮
也

；
黄

河
之

水
天

上
来

，
其

势
雄

也
。

雷
霆

之
势

，
奔

啸
千

里
，

直
下

卫
宁

。
中

卫
入

，
惠

农
出

，
凡

三
百

九
十

余
公

里
，

九
曲

八
弯

，
高

峡
平

湖
，

玉
带

生
烟

，
浪

淘
千

寻
。

中
卫

、

中
宁

、
青

铜
峡

、
吴

忠
、

灵
武

、
永

宁
、

贺
兰

、
银

川
、

平
罗

、
石

嘴
山

十
城

星
罗

棋
布

，
傍

河
而

居
，

因
河

而
盛

。
塞

北
风

情
，

江
南

气
象

，
呜

呼
，

黄
河

乳
汁

千
年

，
金

岸
文

明
百

代
，

有
容

百
川

之
大

志
，

纳
万

流
之

长
谋

，
此

宁
夏

平
原

之
谓

也
。

 

　
　

携
千

层
浪

波
，

润
百

里
沃

野
，

其
沿

岸
也

，
山

尚
山

势
，

水
崇

水
形

；
贺

兰
夕

照
，

千
载

雄
浑

依
旧

；
黄

河
烟

波
，

万
世

风
韵

犹
然

；
丝

绸
古

道

兮
沧

海
桑

田
，

边
墙

关
塞

兮
浮

云
白

驹
；

人
文

俊
彦

，
风

物
深

秀
。

其
两

岸
也

水
墨

平
畴

，
稻

菽
飘

香
；

水
草

丰
美

，
牛

歌
羊

唱
；

湖
泊

纵
横

，
湿

地

交
错

；
轻

舟
摇

曳
，

渔
歌

互
答

；
山

岳
点

翠
，

沙
漠

烁
金

；
原

平
而

水
阔

，
天

锦
而

地
绣

。
且

夫
，

长
于

农
经

，
兴

以
工

商
；

民
风

厚
淳

，
百

姓
富

庶
。

塞
上

江
南

，
山

水
画

廊
，

黄
河

之
福

，
厥

维
宁

夏
！

　
　

自
古

锦
绣

地
，

从
来

繁
华

景
。

新
中

国
立

，
春

和
景

明
，

民
众

归
心

，
人

烟
密

布
，

产
业

聚
集

，
城

乡
统

筹
，

山
川

协
调

，
农

工
俱

兴
，

商
贾

并

辏
。

大
银

川
，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聚
势

而
张

；
石

嘴
山

，
新

型
工

业
基

地
际

会
风

云
；

吴
忠

，
滨

河
水

韵
鹏

抟
万

里
云

蒸
霞

蔚
，

中
卫

，
浪

漫
都

市
志

拓



唐
徕

赋
三

唐
  徕

  赋

         浩
浩

兮
，

挟
清

风
而

飘
逸

，
润

草
木

以
茂

长
；

荡
荡

兮
，

布
万

物
以

恩
泽

，
施

百
卉

而
流

芳
。

两
岸

田
畴

锦
绣

，
稻

菽
溢

香
；

渔
歌

唱
晚

，
千

村

望
同

；
春

华
秋

实
，

五
谷

归
生

；
谷

稼
殷

积
，

百
鸟

飞
春

；
八

方
清

晏
，

四
序

和
平

，
遂

成
华

夏
之

一
名

语
：

黄
河

百
害

，
唯

富
一

套
。

         水
光

天
接

，
一

碧
万

顷
；

杂
花

生
树

，
垂

柳
蒙

蒙
；

晨
辉

夕
照

，
一

抹
嫣

红
。

衍
生

    河
带

晴
光

    、
     长

渠
流

润
    、

     西
桥

柳
色

     、
    连

湖
渔

歌
    之

风
韵

，
自

明
清

始
，

声
誉

盛
隆

。
临

其
境

也
，

江
南

之
柔

媚
、

塞
北

之
豪

放
，

回
族

之
风

情
、

西
夏

之
遗

韵
尽

收
眼

底
，

塞
上

凤
城

堪
与

江
南

名
城

相
提

而
并

论
！

         古
城

银
川

，
楼

宇
参

差
，

三
季

有
花

，
四

季
常

青
，

老
少

互
携

，
情

侣
相

偎
，

闲
闲

其
态

，
楚

楚
其

容
，

人
居

环
境

，
无

可
拟

比
。

遂
囊

     中
国

人
居

环
境

范
例

奖
     于

怀
内

，
揽

     最
适

宜
居

住
之

城
市

    于
一

身
。

居
渠

畔
而

尽
享

田
园

之
风

光
，

临
其

境
也

，
风

香
兮

水
媚

，
气

畅
兮

心
怡

。

         盖
千

万
功

绩
，

赖
于

一
渠

。
是

为
何

渠
？

唐
徕

也
！

         宁
夏

平
原

，
天

地
形

胜
，

沃
野

千
里

，
山

水
共

盛
。

唐
徕

一
渠

，
大

汉
开

凿
，

盛
唐

修
浚

，
自

青
铜

峡
百

塔
寺

下
引

天
河

之
水

，
出

青
铜

峡
，

经

永
宁

，
穿

银
川

，
过

贺
兰

，
越

平
罗

，
达

于
惠

农
，

全
长

六
百

四
十

余
华

里
，

成
主

支
渠

五
百

余
支

条
，

泽
数

百
万

之
苍

生
。

无
坝

引
水

，
开

华
夏

水

利
之

先
河

；
建

闸
筑

坝
，

为
控

水
灌

溉
之

先
例

。
大

师
郭

守
敬

，
名

显
塞

上
。

先
人

之
功

，
百

世
感

念
。

夫
唐

徕
渠

，
银

川
流

淌
之

历
史

，
文

化
之

见

证
。

         寒
暑

轮
转

，
春

秋
章

回
，

其
后

数
百

年
间

，
虽

有
修

浚
，

却
经

年
战

乱
频

生
，

天
灾

人
患

，
虽

有
医

头
医

脚
之

功
，

却
无

建
章

立
制

之
效

，
渠

岸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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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徕

赋
五

唐
徕

赋
四

闸
道

，
千

疮
百

孔
，

因
地

成
形

，
渠

走
龙

蛇
，

灾
患

时
生

，
民

生
多

艰
。

唐
徕

一
渠

，
垂

垂
老

矣
，

水
利

之
不

利
，

百
姓

多
怨

言
。

        新
中

国
成

立
，

大
典

水
利

，
以

科
学

之
发

展
观

，
求

人
水

之
和

谐
，

生
态

文
明

。
宁

夏
水

利
人

畅
言

举
荐

，
积

专
家

之
慧

，
纳

学
者

之
智

。
破

旧

体
制

之
弊

，
倡

新
水

利
之

风
，

成
节

水
之

绩
效

，
建

高
产

之
农

田
。

自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中
叶

始
，

裁
弯

取
直

以
畅

其
脉

；
增

扩
旧

制
，

增
支

干
渠

而

扩
规

模
。

闸
、

桥
、

槽
、

涵
统

一
设

计
，

渠
、

沟
、

田
、

村
综

合
布

局
，

开
跃

进
、

西
干

、
东

干
三

条
干

渠
，

兴
提

灌
、

排
水

、
蓄

水
之

功
能

，
整

治

大
水

淹
滩

、
小

水
塌

岸
、

无
水

干
渴

之
痼

疾
，

校
正

大
水

漫
灌

、
纵

水
入

沟
、

昼
灌

夜
息

之
陋

习
，

挑
流

丁
坝

，
防

冲
防

塌
，

改
曲

弯
高

低
老

灌
区

之

旧
貌

，
展

社
会

主
义

新
水

利
之

新
颜

。
河

渠
浩

浩
，

沟
道

潺
潺

，
有

灌
溉

之
利

，
无

灾
害

之
虞

。
灌

溉
近

百
万

亩
之

农
田

，
泽

惠
数

百
万

之
民

众
，

塞

北
江

南
，

遂
实

至
名

归
。

        宁
夏

水
利

人
，

怀
爱

民
之

心
，

存
高

远
之

志
，

与
时

俱
进

，
荣

辱
与

共
，

数
十

年
裁

弯
取

直
之

艰
辛

，
几

代
人

劳
心

砺
志

之
执

著
，

可
歌

可
泣

，

可
敬

可
羡

。
年

头
岁

尾
，

千
村

万
户

动
员

；
寒

来
暑

往
，

机
关

单
位

响
应

，
全

民
治

水
，

盛
况

空
前

。
以

数
十

年
之

功
，

唐
徕

一
渠

，
集

农
田

水
利

、

防
洪

设
施

、
文

化
生

态
、

游
览

休
闲

功
能

为
一

体
，

安
澜

于
千

载
，

防
洪

于
百

年
，

风
起

大
漠

，
云

生
贺

兰
，

凤
城

忧
患

除
焉

。
嗟

乎
！

宁
夏

农
业

之

文
明

，
由

此
渠

而
传

承
发

扬
。

        风
萧

萧
兮

云
生

，
水

苍
苍

兮
景

盛
，

盖
唐

徕
，

宁
夏

平
原

之
血

脉
也

，
通

西
湖

、
东

湖
、

沙
湖

、
星

海
湖

，
串

镇
朔

湖
、

流
芳

湖
、

宁
大

湖
、

鸣

翠
湖

、
鹤

泉
湖

，
造

阅
海

气
概

，
成

爱
依

风
光

，
调

银
川

气
象

，
现

湖
城

壮
美

，
舟

楫
穿

梭
，

丛
苇

弄
影

，
鸟

和
鸣

以
翔

集
，

鱼
跃

群
而

迷
津

。
游

人

慕
盛

名
而

纷
至

，
因

感
怀

而
吟

诵
。

        观
夫

唐
徕

，
太

平
诗

画
，

盛
世

文
章

。
临

唐
徕

聆
天

籁
之

和
声

，
观

自
然

之
胜

景
，

仰
以

察
古

，
思

古
人

之
丰

功
，

俯
以

观
今

，
常

怀
效

绩
之

心
；

心
有

北
斗

，
浩

气
长

存
。

为
政

一
任

，
当

求
政

通
而

人
和

，
业

兴
而

事
成

，
心

系
于

民
，

功
必

垂
成

。



唐
徕

赋
五

唐
徕

赋
四

闸
道

，
千

疮
百

孔
，

因
地

成
形

，
渠

走
龙

蛇
，

灾
患

时
生

，
民

生
多

艰
。

唐
徕

一
渠

，
垂

垂
老

矣
，

水
利

之
不

利
，

百
姓

多
怨

言
。

        新
中

国
成

立
，

大
典

水
利

，
以

科
学

之
发

展
观

，
求

人
水

之
和

谐
，

生
态

文
明

。
宁

夏
水

利
人

畅
言

举
荐

，
积

专
家

之
慧

，
纳

学
者

之
智

。
破

旧

体
制

之
弊

，
倡

新
水

利
之

风
，

成
节

水
之

绩
效

，
建

高
产

之
农

田
。

自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中
叶

始
，

裁
弯

取
直

以
畅

其
脉

；
增

扩
旧

制
，

增
支

干
渠

而

扩
规

模
。

闸
、

桥
、

槽
、

涵
统

一
设

计
，

渠
、

沟
、

田
、

村
综

合
布

局
，

开
跃

进
、

西
干

、
东

干
三

条
干

渠
，

兴
提

灌
、

排
水

、
蓄

水
之

功
能

，
整

治

大
水

淹
滩

、
小

水
塌

岸
、

无
水

干
渴

之
痼

疾
，

校
正

大
水

漫
灌

、
纵

水
入

沟
、

昼
灌

夜
息

之
陋

习
，

挑
流

丁
坝

，
防

冲
防

塌
，

改
曲

弯
高

低
老

灌
区

之

旧
貌

，
展

社
会

主
义

新
水

利
之

新
颜

。
河

渠
浩

浩
，

沟
道

潺
潺

，
有

灌
溉

之
利

，
无

灾
害

之
虞

。
灌

溉
近

百
万

亩
之

农
田

，
泽

惠
数

百
万

之
民

众
，

塞

北
江

南
，

遂
实

至
名

归
。

        宁
夏

水
利

人
，

怀
爱

民
之

心
，

存
高

远
之

志
，

与
时

俱
进

，
荣

辱
与

共
，

数
十

年
裁

弯
取

直
之

艰
辛

，
几

代
人

劳
心

砺
志

之
执

著
，

可
歌

可
泣

，

可
敬

可
羡

。
年

头
岁

尾
，

千
村

万
户

动
员

；
寒

来
暑

往
，

机
关

单
位

响
应

，
全

民
治

水
，

盛
况

空
前

。
以

数
十

年
之

功
，

唐
徕

一
渠

，
集

农
田

水
利

、

防
洪

设
施

、
文

化
生

态
、

游
览

休
闲

功
能

为
一

体
，

安
澜

于
千

载
，

防
洪

于
百

年
，

风
起

大
漠

，
云

生
贺

兰
，

凤
城

忧
患

除
焉

。
嗟

乎
！

宁
夏

农
业

之

文
明

，
由

此
渠

而
传

承
发

扬
。

        风
萧

萧
兮

云
生

，
水

苍
苍

兮
景

盛
，

盖
唐

徕
，

宁
夏

平
原

之
血

脉
也

，
通

西
湖

、
东

湖
、

沙
湖

、
星

海
湖

，
串

镇
朔

湖
、

流
芳

湖
、

宁
大

湖
、

鸣

翠
湖

、
鹤

泉
湖

，
造

阅
海

气
概

，
成

爱
依

风
光

，
调

银
川

气
象

，
现

湖
城

壮
美

，
舟

楫
穿

梭
，

丛
苇

弄
影

，
鸟

和
鸣

以
翔

集
，

鱼
跃

群
而

迷
津

。
游

人

慕
盛

名
而

纷
至

，
因

感
怀

而
吟

诵
。

        观
夫

唐
徕

，
太

平
诗

画
，

盛
世

文
章

。
临

唐
徕

聆
天

籁
之

和
声

，
观

自
然

之
胜

景
，

仰
以

察
古

，
思

古
人

之
丰

功
，

俯
以

观
今

，
常

怀
效

绩
之

心
；

心
有

北
斗

，
浩

气
长

存
。

为
政

一
任

，
当

求
政

通
而

人
和

，
业

兴
而

事
成

，
心

系
于

民
，

功
必

垂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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