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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1 年即将过去，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宁夏社会科学院蓝

皮书系列丛书记载过去一年的坚实步履，书写今后一年的展望、

思索，以严谨、科学而务实的风貌又与读者见面了。概括宁夏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预测宁夏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未

来，提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构建各界人士了解宁夏

发展的园地。宁夏社会科学院蓝皮书系列丛书以努力服务于宁夏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为主题而彰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依照“十二五”规划蓝图的战略和思路，在庆祝党的九十华

诞之际，我们走过了形势复杂而又开局顺利的 2011 年。在党中

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广大干部群

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迎难而

上、团结奋斗，取得了“十二五”规划的开门红。2011 年，预

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60 亿元，增幅 12%以上，刷新了

“八五”以来增长纪录；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 350 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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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490 元，增长 14%；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5380 元，增长 15%以上，连续六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640 亿元，增长 30%；粮

食产量实现总产“八连增”。自治区沿黄经济区活力初现，宁

东基地再添新彩，现代农业发展再创佳绩，中阿经贸论坛谱写

新篇，社会管理创新加强，生态移民开始启动，黄河善谷凸显

新姿，各项社会建设事业更加务实、惠民，和谐富裕新宁夏建

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纵观宁夏社会科学院主编的“2012 年宁夏蓝皮书系列丛

书”，它保持了分析现状、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进言献策的特

点和专家视角、针砭时弊的风格。宁夏蓝皮书系列丛书以凝练的

笔调、理论性的描述分析和前瞻性的预测，既记载了成就、总结

了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还对 2012 年和今后的发

展作了展望。尤其是许多篇章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对自治区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对策建议，

希望全区党政干部能够阅读借鉴，得到启迪。

2012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年，党的十八大的

召开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加科学、全面的战略部署。

2012 年也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和谐富裕新宁夏

的建设将进入加速期。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继续坚持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复杂局面中把握机遇，在宏观调控和改

革创新中寻求动力，在协调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要全面促进西

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努力推进沿黄经济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

试验区建设，倾力做好生态移民工程，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加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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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别是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进一步着力改善民生，努

力实现人民群众期待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

希望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2012 年进一步发扬关注现实、

创新思维、咨政服务、推动发展的科研精神，围绕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发展战略，深入研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再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自治区经济

社会文化大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201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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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宁夏文化蓝皮书
Ni ngXi a Wenhua Lanpi shu

总 报 告





书书书

２０１１年宁夏文化建设发展总报告

鲁忠慧　张洪斌　牛学智　杨　菲＊?

　　引　言

２０１１年是 “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我们硕果累累、成绩显著，许多经验、

措施值得好好总结；刚刚闭幕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

重视，让我们又站在了新起点，迎来了新征程；诸多美好憧憬将逐一变成现

实，惠及全区人民。

回顾成绩，激情澎湃。这一年里，随着自治区一些重大文化项目的上马

和竣工，市、县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档案馆相继落成并开放，乡镇文

化站、村部文化活动室纷纷落户运行，文化建设的重心倾斜基层，群众主体

性作用普遍被激发，精神文化生活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

展望前景，振奋人心。这一年里，随着黄河金岸经济区的深度开发，黄

＊ 鲁忠慧：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２０１１年宁夏文化产业发
展报告撰写者；张洪斌：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处长，

２０１１年宁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报告撰写者；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
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２０１１年宁夏精神文化发展报告撰写者；杨菲：中共宁夏
回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副主任科员，２０１１年宁夏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发展报告撰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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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文化的璀璨面纱已徐徐揭开，向西开放、中阿经贸论坛平台的成功搭建，

图书版权的交易、节目频道的开通等，推进了我区文化输出的力度，文化自

信、文化自觉的意识逐步确立。

在新起点新征程上，遵循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

关于 “小省区能办大文化”和推进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要求，依托

宁夏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为迎接十八大的召开，我区文化建设将会谱写出属

于自己的新篇章。

　　一、２０１１年宁夏精神文化发展报告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２０１１年

全区精神文化工作稳步推进、重点突出，出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亮点：开展

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出台了提升公民文明素质的措施，各

项工作逐步形成了系统化、行业化、具体化、基层化的运行机制，文明和谐

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公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正在进一步提高，为建

设和谐、富裕新宁夏凝聚起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成绩显著，亮点频现

“文化”内涵非常复杂，但一般来讲，由外到内，文化可以分为器物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器物文化代表民族的物质文明演变，制度文化表

达着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基本硬件建设状况。精神文化程度体现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基本价值观。今

年我区围绕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确立，主要有以下亮点。

１．加强理论学习，深化了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悟水平

全区统一部署、通盘安排，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提升了领导干

部的理论素养，有利于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各地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班、专题讲

座，开展 “请进来”活动，在党员干部层面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建立了领导

干部理论学习的长效机制。首先，以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为龙头，强化了干

部的引领作用。全区各地采取理论研讨会、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理论骨干

研修班等形式，通过编写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十七大精神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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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等途径，利用业余党校、市民学校、农民学校和文化大院、宣传文化中心

等阵地，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宣传与研究，不断巩固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围绕专题，突出了学习的重点。银

川市在西夏区建立了首个社区青少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基地。通过专题讲

座、社区讲堂、特色坐唱、快板书文艺表演等宣传教育形式，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学教普及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培育出了 “乡村

道德红黄榜”等具有示范性和影响力的宣传教育活动品牌典范，用身边的鲜

活事例教育引导群众，取得了良好成效。石嘴山市结合 《中国共产党党史》

的学习，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 “心中的旗帜”理论研讨征文活动，编印了

“改进思想作风，提高党性修养”学习教育活动学习资料，组织开展了 “改

进思想作风，提高党性修养”主题征文活动。吴忠市制定了 《吴忠市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方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理论学

习的重点，为市委中心组成员、各单位配发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读

本》。再次，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根本，构建了长效学习机制。全区各地

市制定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设学习型

党组织考核评价办法，形成了向自治区推荐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单位、学习型

领导干部和学习型党员的机制，制定出台了对部分市县区、市直部门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督查的有效办法。全区各地基本形成了党委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协调抓和领导带头、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

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这一年里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工作也取得了喜人成绩。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表彰大会颁发的宁夏第十一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就有１３３项，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

文化学、教育学和文学研究等各个方面。在 “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这些科

研新成果为我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发挥了哲学

社会科学的智库优势。

２．发挥主体性作用，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及年”为契机，摸清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以及出版各类文艺作品、申报重大项目等形式，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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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群众的主体性作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１）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凝聚了全区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围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举办歌咏活动，动员干部群众广泛参与，唱

响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民族

区域自治区好”的时代主旋律。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 “红歌

唱响宁夏”活动、２０１１年 “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和 “红色影视展映月”

启动仪式在银川市光明广场隆重举行，与此同时，其他四个地级市也在分会

场启动。以 “颂歌献给党”为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吸引群众广泛

参与，掀起行业唱、单位唱、社会各界群众唱的热潮。中卫市还举行 “颂歌

献给党”红歌传唱活动。惠农区把唱红歌与提升农民素质结合起来，开展

“农民素质提升工程———红歌唱起来”活动，以新年音乐会、元宵灯会、纪

念建党９０周年红歌唱响宁夏和大型广场文化活动，以及书法、摄影、剪纸

作品展览和各类文学作品征文比赛等活动。固原市围绕红色六盘、萧关古

道、丝路古城、花儿家乡四大文化名片，成功举办建党９０周年 “红歌唱响

六盘山”歌咏比赛、第三届 “花儿漫六盘”电视大奖赛等活动。

（２）推出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优秀影视剧、出版物和

歌曲，进一步丰富了宣传教育内容，增强了宣传教育实效，加大了文艺精品

创作力度和重点项目建设步伐。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在出版

《宁夏青少年吟唱作品选 （一）》等优秀图书的基础上，面向全区征集近４００

首童谣、１０余首歌词，策划出版 《宁夏青少年吟唱作品选 （二）》《马兰花开

———宁夏优秀童谣歌词精选》，丰富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青少年的

思想道德素质。礼仪、诚信、和睦和爱心 “四大工程”的全面深入实施，激

发了各地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热情。石嘴山市与北京中视环亚文化传媒

公司联合拍摄了第一部反映石嘴山商贸活动的电视连续剧 《金羊毛》；组织

创作排练的舞蹈 《串铃声声》荣获全国第二届回族舞蹈大赛一等奖，在刚刚

结束的第九届全国舞蹈大赛上获得三等奖；固原市精心创编了情景剧 《宋家

巷》《生态移民》、音乐快板 《移民工程惠民生》，花儿联唱 《一心跟党到永

远》、现代秦腔剧 《情系健康》等一批优秀剧目。

（３）把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活动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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