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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宁夏社会形势分析与 2018年发展预测

杨永芳 陈通明

作者简介 杨永芳，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陈通明，
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宁夏社会学会会长。

2017年，宁夏各族干部群众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直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宁夏发展，实干兴宁，全区经济稳中向好，民生建设持续推进，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回汉各民族团结奋斗，关系融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一、2017 年宁夏社会发展总体态势

社会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是“五位一体”总体结构的基础，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的生存发展

关系最为密切。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

主要领域，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是党和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和思路。审

视宁夏近年来的发展态势，社会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民生事业成绩斐然。

（一）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推进民生建设

2017年，宁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截至 2017年 10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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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民生财政支出达 869亿元，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0%以上，全区

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了更多获得感。

1.千方百计保障就业创业，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2017年，随着经济进一步回暖，产业结构调整显现成效，新兴产业和

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全区就业总量稳步增长，就业局势总体平稳。截至 2017年 9月，全区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7.53万人，同比增长 2.94%；城镇登记失业率 3.87%，

同比下降 0.15个百分点；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5.01万人，同比增加

4.2%；全区应届毕业生 33854人，已就业 29593人，就业率为 87.41%，较

2016年同期上升 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具体来看，一是企业吸

纳就业能力增强。2017年宁夏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活跃，仅上半年全区有 25

家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 234场，参会单位 3820家，提

供岗位数 156548个，进场参聘 286060人次，达成招聘意向 55457人，占

招聘岗位数的 35%。新兴产业用工稳中有增，传统产业用工趋稳。二是全

民创业带动就业效果显著。全区各类电商创业园、电商物流园蓬勃兴起，

新经济业态发展势头良好，已累计建设创业园区（基地） 223个，13343家

企业入园创业，入园企业和创业人员增幅明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32亿

元，创业带动就业 3.7万人。 三是劳动关系稳定。自治区将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专项整治纳入自治区经济发展重点考核指标和平安宁夏建设重

点工作；成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联

动治欠保支工作合力。截至 2017年 9月，全区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受

理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 1598件，为 1.96万农民工清欠工资 2.64亿元。全

区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受理案件 3885件，同比下降 17.87%。全区

拖欠工资问题举报投诉案件数、拖欠金额和涉及人数实现了“三个大幅下

降”。四是 2017年 1—9月，宁夏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981元，

同比增长 8.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44元，同比增长 8.9%。

2.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17年，宁夏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抓手，全

面抓好各级各类教育，全区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一是学前教育提质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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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府购买学前教育服务力度，下达购买服务资金 2000余万元，惠及

93所幼儿园、2.5万名幼儿，进一步规范幼儿园保教行为。二是推动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完成了 2个县区大班额和 13个县（市、区） 超大班额消除

任务，全区义务教育向着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目标发展。三是推进高中阶

段教育。制定了《宁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施方案（2017—2020年）》和

《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试行）》，完

成 10所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善任务。四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建成搬迁盐

池和彭阳 2个县职业学校新校区，开工建设同心和红寺堡 2个县级职教中

心。推动“双师型”职业教师队伍建设，承办了国家“大国工匠进校园”

活动。五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编制了《西部一流大学建设实施方案》

和《自治区一流学科建设管理实施办法》，遴选确定 18个学科，组织实施

“一流学科对口支援计划”，宁夏大学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

六是加强特殊教育。印发了 《自治区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

年）》，对全区未入学残疾儿童信息逐一进行了摸底排查。下达特殊教育专

项资金 1220万元，建成 4所医教结合学校，改善 4所特殊学校办学条件，

为残疾学生创造良好教育环境。

3.推进综合医疗卫生改革，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2017年，以“健康宁夏”建设统揽医改全局，坚持问题导向，突破关

键环节，全区综合医改试点工作呈现诸多亮点。一是深化综合医改成效显

著。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医院管理。制定了 13+1医改配套政策，成立公立

医院管理委员会，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逐步健全，以药补医机制全面破除。

2017 年 1—9 月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同比增长幅度降至 5.5%，远低于国家

10%的要求。全民医保体系全面建立，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76%、72.72%。促进资源下沉，分级诊

疗制度巩固完善，全区 100%的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90%的三级专科医

院、63.54%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35%的乡镇卫生院已纳入医联体范围。

加快“卫生云”应用系统建设，探索“互联网+医疗”新型服务体系。二是

稳步推进健康宁夏建设。自治区制定 《健康宁夏建设实施方案 （2017—

2020年）》，成立健康宁夏建设专家委员会，推动各地实施健康宁夏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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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投资 2.38亿元，安排新改扩建 6个县级医疗

机构、2个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进全区农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全覆盖，

267 所村标准化卫生室全部开工建设。开展“千名医师下基层”活动，

2017年上半年，全区三级医院住院人数首次出现下降，乡镇卫生院门诊诊

疗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 11.5%，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84%。

4.推进住房建设转型升级，保障城乡居民住有所居

2017年，全区住房城乡建设加快转型发展，通过实施“四大工程”，

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一是规划引领工程。自治区通过宁夏城镇体系、村

庄布局等规划编制，指导各市县衔接空间规划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全面推

行城市设计制度，编制全区特色风貌规划。银川市成功申报为全国首批城

市设计工作试点，涌现一批特色精品建筑，如中卫市高庙特色街区改造、

隆德县城整体风貌的营造等。二是提质扩容工程。以推进银川都市圈同城

化建设为重点，开工实施城镇化项目 400多个，完成投资近 300亿元，提

升各地的城镇化水平。三是城乡安居工程。推动城镇棚户区和老旧住宅小

区改造，2017年棚改补助资金户均达到 5.2万元，为历年最高。截至 2017

年 10月，共开工棚户区改造 4.6674万套，实施老旧住宅小区改造 564万

平方米。提高危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对极度贫困户由原来的山区每户补

助 2.2万元、川区补助 2万元，调整为每户补助 3.9万元；对低保户由原来

的山区每户补助 1.55万元、川区补助 1.35万元，调整为统一每户补助 3万

元，最大限度减轻了贫困群众危房改造的经济负担。截至 2017年 10月，已

开工建设 3.0969 万户，完成计划任务的 140.23%。四是美丽乡村工程。

2017年确定的 20个美丽小城镇、100个美丽村庄全部开工建设，建设质量

效益明显提升。

5.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社会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

一是加速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截至 2017年 11月，宁夏机关事业

单位参保登记 3991 家，已参保登记 29.5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2.4%，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 100%。加快实施医

保支付制度改革，各市、县（区） 医保支付全部由“后付制”转变为“预

付制”，减缓了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势头。二是稳步推进社会保险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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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1月，全区职工“五险”参保人数达 585.23万人次（其中参

加企业职工养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职工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

人数分别达 174.45 万人、29.5 万人、121.75 万人、90.43 万人、88.26 万

人、80.8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4.3%；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分别达 183.15 万人、492.66 万人。各项社保参保总规模达到

1260.89万人次。三是稳步提高社保待遇水平。58.02万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月人均调增养老金 167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达到月人

均 120元，高于国家标准 50元，全国排名第 9位，西北排名第 2位。四是

实施惠民利民的社会保险政策。出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优惠政策，

截至 2017年 11月底，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

险分别达到 33.46万人、82.21万人，参保率分别为 92.15%，99.74%。继续

做好社保费率调整落实工作，减轻困难企业和职工缴费压力。截至 2017年

11月，全区累计为企业和参保职工减轻缴费负担 9.05亿元。打通异地就医

结算通道，区内异地就医实现了 2089家协议零售药店和所有协议医疗机构

（含私人诊所） 职工个人账户刷卡直接结算，与全国 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7688家跨省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联网结算，最大程度方便了群

众异地看病就医。五是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作用。宁夏社会救助工作围

绕脱贫攻坚大局，有效发挥“兜底”保障作用，截至 2017年 6月，全区共

保障城市低保对象 12.8万人，农村低保对象 40.2万人，特困供养人员 1.23

万人。

（二） 立足精准扶贫，确保精准脱贫

2017年，宁夏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精准扶贫脱贫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2016年底，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村由 2013年的 1100个减少到 551个，

贫困人口从 2011年的 101.5万人下降到 41.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5.5%下

降到 11.1%，降幅高于全国 8.1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193元增长到 7505元，增幅达到 79%，年均增幅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近 2

个百分点，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1. 注重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措施

一是制订脱贫攻坚规划。自治区制订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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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规划》，着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深度贫困问题。自治区第十二

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实施脱贫富民战略。2017年 11月，自治区出台《关

于推进脱贫富民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从 7个方面制定了 36条具体措施。二是完善

脱贫攻坚政策。自治区先后出台脱贫攻坚政策文件 22个，各部门也出台一

系列配套文件或实施方案，建立起“1+N”脱贫攻坚政策体系。

2.强化部门联动，夯实脱贫基础

一是推进产业扶贫。培育形成盐池滩羊、西吉马铃薯、泾源苗木、海

原肉牛、隆德中药材、彭阳辣椒、原州区冷凉蔬菜、红寺堡葡萄、同心红

枣、中宁枸杞等“一县一业”特色品牌。二是推动就业脱贫。截至 2017年

9月，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5.01万人，同比增加 4.2%，实现工资收

入 72.14亿元，同比增长 16.3%。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10.9万人，实

现人均工资收入 10565元。三是推动教育扶贫。逐步实现贫困家庭学生从

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程资助。 2016—2017年，自治区共投入近 9亿元在

西海固地区新建、改扩建 7所职业学校，将初中毕业未被高中录取、高中

毕业未被大学录取的学生全部纳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在西部地区率先

免除中职在校生学费，在区内就读高职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全部给予资助，

资助学生 40万人次。四是健康扶贫和金融扶贫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凝聚社会力量，深化扶贫协作

福建、宁夏两省区不断完善“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

互助，社会参与”对口扶贫协作机制，使闽宁对口协作成为宁夏脱贫攻坚

的一大亮点。福建省 30多个县（市区） 轮流帮扶宁夏中南部 9个贫困县

（区），4000多户福建企业（商会）、4万多闽籍人员在宁创业从业，累计投

资 800多亿元，带动就业 5万多人，无偿援助各类资金 13.43亿元，建成

了西吉、隆德、盐池、红寺堡等 4个闽宁产业园和吴忠市太阳山镇沙泉村

千亩设施农业示范基地。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区内定点帮扶有序开展，成

效显著。

8



总
报
告

（三） 以能力提升为抓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1.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

一是构筑“平安宁夏”。截至 2017 年 10月，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

数、治安案件受理数同比分别下降 15.9%、3.2%，其中八类主要刑事案件、

电信诈骗案件立案数分别下降 16.4%、33.3%，全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

转。二是禁毒工作示范引领。以“大收戒”为抓手，出台《宁夏回族自治

区禁毒条例》，努力破解 “推不动，收戒难，复吸率高”的难题，毒情形

势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社区戒毒康复、吸毒人员管理、毒品预防教育等

单项工作创出了推广全国禁毒工作的“宁夏经验”。三是涉及民生案件战果

显著。针对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持续高发的严峻态势，建立防范打击涉

众型经济犯罪协作机制。2017年，先后侦破经济犯罪案件 464起，挽回经

济损失 4000万元，劝返、缉捕逃往国外犯罪嫌疑人 3名。针对量大面广、

高发难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两抢一盗”等违法犯

罪，建成区市两级反电信诈骗犯罪中心，2017年以来电信诈骗案件破案数

同比上升 112%，有效回应了群众期待。四是社区警务全面铺开。全面实施

“一村（社区） 一警”社区警务战略，建成社区警务室 599个，配备专职社

区民警 851人，统筹禁毒专干、司法调解员、网格员、村干部等社会力量

3.1万人，创出了 “村警联建” “民意通 APP”等社区警务工作法，在全

区推广侯金知 “互联网+社区警务”工作法，建立社区警务微信群 2067

个、微信公众号 84个，参与群众 31万余人，社区警务在夯实防控基础和

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深化星级和谐社区建设，2017年共创建五星

级和谐社区 38个。开展社区减负增效“回头看”，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整改，巩固成果，防止反弹，激发社区自治活力。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统一部署，2017年 6月，完成了全区第十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共选

出村委会主任 2187人，村委会副主任、委员 7307人，全区 235.75万农村

群众参加了选举。全面落实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开展治理“村霸”专项行

动，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二是防治基层“微腐败”。针对近年来反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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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农村基层村干部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017年，自治区纪委与检察、民

政、财政等 13个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开展了查处涉农扶贫领域腐败问

题专项行动。截至 2017年 7月，共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 524起，

处理 640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581人，移送司法机关 70人。三是开展“人

情风”整治行动。通过建章立制，落实八项规定，针对婚丧喜庆“人情风”

加大整治行动，婚丧喜庆办事逐渐从简，宴请范围缩小。

3.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突破政策壁垒，在全区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和集体户），在全区实施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

度。制定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居住证管理办法》 《宁夏自治区贯彻〈国

务院推进 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实施意见》，解决农业人口进

城落户的后顾之忧。

4.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截至 2016 年底，宁夏登记社会组织共有 6013 家，其中，社会团体

3817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2122家，基金会 74家，农村专业经济协会 1474

家。专职工作人员 12000多人，兼职工作人员 3万多人，会员 30万人。据

统计，宁夏还有 8700多家备案的社会组织在活动，从业人员超过 10万人。

2017年，宁夏实施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全面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工作。争取财政专项资金 800万元，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公益创

投，最终确定 57家社会组织申报的项目予以立项。社会组织助力精准扶贫

攻坚，提出扶贫项目意向 121项。

二、2017 年宁夏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主要矛盾做了精

辟的概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还有部分贫困人口

生活条件比较差，同时部分低收入群体尽管可以温饱，但与比较殷实宽裕

的生活还有差距。宁夏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在社会发展和建设方面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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