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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历史新纪元



历史的镜头聚焦在 2009 年 10 月，在宁夏中部干旱带的核心

区域，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市辖区诞生了！年轻的红寺堡作为宁

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一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经十年矢志不

移的异地扶贫移民大开发、十年百折不回的生态绿色家园大重建

后，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扶贫扬黄移民开发区，也正式被设立为吴忠

市市辖区。自此，这片承载着万千移民发展致富梦想的创业热土，

迎来了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市辖区的设立，既为红寺堡带来

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为移民新区的崛起与跨越式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年轻的红寺堡区，风劲帆鼓，击浪前行。

这方光荣与梦想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兴之地，将以全新的姿

态、铿锵的步伐，奋力迈向天蓝地绿、民富区强、和谐幸福的美好

明天。

红寺堡开发建设之路

见证
HONGSIBUKAIFAJIANSHEZHILU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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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铭记这一刻

2009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批复正式设立吴忠市红寺

堡区。10 月 28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

三级党委、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齐聚红寺堡，隆重举

行吴忠市红寺堡区设立暨红寺堡开发区成立 10 周年庆祝大

会。许多参与过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建设的拓荒者、建

设者和在红寺堡大地上拓荒垦殖、追求致富梦想的人们，

都会将这个特殊的日子铭记。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历

经 10 年开发建设的红寺堡开发区，正式成为吴忠市辖区，

也将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县区。这一刻，人们整整盼望了 10

年；这一刻，20 万移民心潮澎湃，永远难以忘怀；这一刻，

万众瞩目，将永远载入史册！

第一节 红寺堡有了“正式户口”

红寺堡开发建设初期，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其的定位

是县级建制的移民开发区，实行工委、管委会“两块牌子，

一班人员”，由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总指挥部管理，后

根据发展需要，由吴忠市代为管理。由于在法律意义上红

寺堡不是一个有合法建制的县区政府，事权和财权不相匹

配，自治区政府不能对红寺堡进行财政转移支付，而红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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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许多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的重大项目，必须挂靠在其他县区方可申请或

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红寺堡全局性与能动性的发展建设。红寺堡区的正式

设立，既是对十年移民开发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肯定，也是对红寺堡进一步加

快发展的强力推动和最大支持，标志着以新时期扶贫移民开发为主要任务的红寺

堡，将由此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风雨创业史

自 1999 年全面开始实施大规模移民开发建设以来，红寺堡开发区栉风沐雨、

开拓奋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在自治区、吴忠市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

和大力支持下，开发区工委、管委会带领 20 万干部移民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在

困境中艰难创业，与天斗、与地争，实现了“荒漠变绿洲，沙丘起高楼”的伟大

壮举，在亘古荒漠上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移民开发史诗。

这 10 年，是红寺堡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实现突破、全面发

展进步的10年。从亘古荒原、不毛之地到成功实现了搬迁一方人民，恢复一片生态，

再造一片绿洲，稳定致富一方移民的目标，工委、管委会始终以造福移民百姓为

己任，谋发展，抓建设，保稳定，使亘古荒瘠的土地发生了沧桑巨变。10 年来，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综合实力逐年增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创造了从荒漠戈壁到绿洲崛起的历史，创造了在全国范

围内引起巨大反响的移民开发新经验。1999 平方公里的亘古荒原，成为阡陌交错

的绿洲，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强势崛起。2008 年，红寺堡地区生产总

值 5.02 亿元、固定资产投入 9.82 亿元、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 2100 万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 2660 元，分别是 2002 年的 3.5 倍、2.7 倍、1.4 倍和 5 倍。

这 10 年，是 20 万移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10 年。从零开始的

事业充满荆棘、充满坎坷，勤劳勇敢的红寺堡人民不畏艰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奋发有为。10 年来，他们在困境中寻找方向，在挫折中总结经验，在创造中体现

价值，在奋斗中成就事业，以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魄力和勇气创造了中国扶贫史上

的奇迹。在这片创业的热土上，回汉儿女亲如一家，山区群众万众一心，共同创



5

第
一
篇    

历
史
新
纪
元

下 卷 

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务实苦干、开拓创新”的红寺堡精神，共同缔造了

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环境优美、适宜人居的红寺堡，一个殷实

祥和、充满活力、开明开放、民主自由、文明和谐的红寺堡。

十年开发建设，十年艰辛创业，十年春华秋实。“八七”“双百”扶贫攻坚

计划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大漠，“1236”工程奏响了移民开发的时代号角。十年风

雨程，弹指一挥间，红寺堡的建设发展，见证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见证

了区市党委、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境界，见证了红寺堡人自强不息、

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十年的崛起与奋斗，十年的沧桑巨变，红寺堡不仅成为我

国扶贫开发的经典之作，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个成功典范，

“共产党好，黄河水甜”成为 20 万移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 风雨十年谱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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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视 窗

红寺堡，沧海桑田十年间

红寺堡是国家重点工程——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主战场，也是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从根本上解决

宁夏南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问题而建设的跨世纪工程。自 1998 年开发建设

以来，历经 10 年艰苦创业，红寺堡 20 万回汉儿女不畏艰辛，创造了中国扶

贫史上的奇迹，使得 1999 平方公里的亘古荒原，变成今日塞上阡陌交错的

绿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

“十年磨一剑。”红寺堡的 10 年，是 20 万移民（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7%）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 10 年。1999 年开发建设以来，这里开发出 40 万

亩水浇地。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按照“边开发、边搬迁、边建设、边

发展”的思路和“搬得来、稳得住、能致富”的要求，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培育主导优势产业，全力改善生态环境，着力强化社会管理，各项事业

取得了巨大成就。

2008 年，红寺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02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82

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10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 10 年前的

500 元，增加到现在的 2660 元。

10年累计投入43.4亿元，红寺堡经济实力日益增长，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坚持以发展“节水型、特色型、效益性”农业为目标，到 2008 年年底，

这里的葡萄、设施农业、黄牛养殖和经果林等产业已初具规模。工业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近 3 年，红寺堡引进资金 9.52 亿元，发展企业 36

家，年产值达 3 亿元。利用充足的风能资源，红寺堡建成两个 5 万千瓦的风电

项目。投资 10 亿元、50 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也已正式开工建设。

城区面积 6.4 平方公里的红寺堡，建筑总面积 6.4 万平方米，城镇人口 2 万多

人，城镇化率达到16％。推进城市化进程，红寺堡建成各级各类公路50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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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速公路 42 公里，二级公路 101 公里，农村公路 364 公里，实现了村村

通公路，村村通公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红寺堡，加强大开发中的自然环

境保护，红寺堡累计实现人工造林（含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平原绿化、人

工种草）125 万亩，使林木绿化率达 39％、绿地覆盖率达 75％。

今日红寺堡人描绘出更加美好的蓝图：实施“3211”产业发展思路，

计划到 2012 年，发展葡萄 30 万亩，以红枣为主的经果林 20 万亩，设施农

业 10 万亩，黄牛饲养量达到 10 万头，实现人均拥有 1.5 亩葡萄、1 亩经果

林、1 亩设施农业，户均 3~5 头牛的目标。（记者：周占忠，《人民网》，

2009 年 10 月 27 日。）

新区之变

红寺堡区的设立，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着眼于自治区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

▲ 荒漠变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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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进程，壮大县域经济，对红寺堡行政区划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标志着红寺

堡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用双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标志着红寺堡已经全方位

进入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红寺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

是一个续写辉煌的新起点。

红寺堡成为宁夏乃至全国最年轻的行政区，意味着历时 10 年，不仅红寺堡，

而且在这里落户的 20 万各族人民终于有了“正式户口”和“身份证”。这样的

变化将为红寺堡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大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红寺堡列入县级建制

后，可享受国家有关县区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在加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

重大建设项目将成为拉动红寺堡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过去，红寺堡常打“贫困

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这张牌已不再具有更多吸引力。设区之后，

更加有利于红寺堡区扩大对外开放，引进资金、项目、人才，促进东西合作。成

为县级建制的市辖区后，红寺堡将打“发展优势牌”“资源优势牌”，重点进行

招商引资，促进地方发展；将有利于加强政权领导，尤其在政治民主机制上将由

过去对开发区的委派制变为选举制。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红寺堡区将拥有更大的

行政自主权，科学配置城乡资源，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唯有辛勤结硕果，薪火相传铸丰碑。伴着罗山雄风的旋律，踏着黄河波涛的

节拍，红寺堡区委、政府将带领 20 万干部和移民群众，为创造一个天更蓝、山更绿、

民更富、人民更满意、人与自然更和谐的红寺堡而努力奋斗！

◎ 小 视 窗

红寺堡设区幸福着红寺堡的未来

走在新设立的红寺堡区大街上，到处彩旗飘扬，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节日

的喜悦。10月25日晚，看完中央电视台一套的《新闻联播》后，红寺堡群众说：

“前十年我们红寺堡在脱贫，后十年我们将扬眉吐气，走上致富路。”

红寺堡设立县区级政权到底会带来哪些好处和机遇呢？本报记者走访了

红寺堡的决策者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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