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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海原县委书记

海原是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个大县，是“西海固”的主要成员，虽然贫穷落后，但文

化底蕴却十分深厚。

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著名的“菜园遗存”向世人宣告：华夏

远古文明的火光曾照耀过海原的山山水水。

众所周知，以六盘山为代表的陇山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身处陇中山地

的海原得天独厚，深受陇山文化的熏陶与养育。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农耕文明

与草原游牧文明共生共荣，交相辉映。

汉唐盛世，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商旅，伴随着悠悠驼铃之声，走过了今天的南

华山、西华山、月亮山。中西商贸流通也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丝路文化。自魏晋南

北朝延续至宋明时期所开凿的石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坐落在天都山、元龙山、玉泉

山……佛道二教香火不灭。流过海原东部的清水河蜿蜒如故，曾经的萧关古道，铁马

秋风，直入塞外；历代文臣，吟诗抒怀，苍凉往事，并不如烟。

宋夏金争夺天都山，烽火连天。北宋筑西安州城，雄伟宏大，名震一时；西夏王李

元昊建天都山离宫，豪华壮丽，宴乐歌舞。蒙元以降，回族入居，伊斯兰文化扎根斯土，

异彩纷呈。回族花儿，唱响全国。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原大地震，神州黯然，山河破碎，时

至今日，地震文化遗址历历在目，不可磨灭。

吟诵着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红军将士转战于海原大地，播下了红色的革

命火种。解放后，海原历届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在文化建设方面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海原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古往今来，多元文化的积淀，使海原与众不

同，出类拔萃。自然环境虽然恶劣，但海原人民从不悲观，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创造，赤

心不改，精神不倒。这就是一种地域文化，一种历久弥新而自强不息的文化。

海原县第一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已丑新春，校领导组织人力，着于编写这本文

史资料，历时两年，六易其稿，《文化海原》凝结着编写人员的辛勤汗水和艰苦劳动。后



来，海原方志办的史志工作者和海原一中的几位同志，也加入到了编写者的行列，编

辑力量加强了，编纂能力提高了。编写人员在海原雄浑厚重的历史长河中，搜集整理

出海原的七大历史文化，即：古老沧桑的菜园文化，悠远深沉的丝路文化，神秘莫测的

西夏文化，扑朔迷离的蒙元文化，烽火燃烧的红色文化，震惊世界的地震文化和风情

浓郁的回族文化。这七大文化，贯穿了海原文化的古往今来。

结集出版《文化海原》，其作为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十

分突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的生动教材。全书以历史文化为主线，

融史料记载和知识探究为一体，图文并茂，立意高远；全面地介绍了海原的历史文化，

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是让世人认识海原，了解海原，投资建设海原的一张对外宣

传名片。

宁夏社会科学院马平研究员评价该书“是一部很好的作品，详尽地反映了海原县

的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可读性强”。每一位海原人，关心海原建

设发展的人，闲暇时翻阅品味，会大有裨益的。相信这本书在开发和利用海原的旅游

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增长诸方面，能发挥良好的作用。我们也坚信在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勤劳朴实的海原人民，一定会抢抓新一轮西部大

开发的发展机遇，让古老的海原焕发青春，充满朝气，顺利完成“十二五”发展规划，为

“建设和谐富裕新海原”而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读后浮想联翩，欣喜之余，聊表数语荐贺。

是为序。

2012年 8月



海原概述

一、海原的现在

1. 地理概况
海原县属中卫市管辖，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六盘山北麓，地处北纬

36°06′～37°04′，东经105°09 ′～106°10′。东连宁夏同心县、原州区和甘肃环县，南接

宁夏西吉县，西邻甘肃省平川区、会宁县，北临宁夏中卫沙波头区和中宁县。境内东西

长约 108公里，南北宽约 90公里，土地总面积 6427.2平方公里，约占宁夏全区土地面

积的 9.7%，是宁夏国土面积第二大县。

海原县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区，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山势错落，地形多样，呈波

状起伏，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境内南华山主峰马万山海拔 2955米，是

宁夏第二高峰。清水河流域相对地势较为平坦，最低的高崖乡红谷村海拔 1330米。海

原县平均海拔 1954.3米。全县共有耕地 229万亩，其中水浇地 39.29万亩。

2. 气候状况

海原属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

无霜期短，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有“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早，冬寒长”的特

点。雨季集中，南北干湿不均，干旱、风沙、洪涝、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尤以干旱

最为严重，素有“十年九旱”之称，甚至会出现四季连旱现象。年降水量平均值为 362.6

毫米，且较集中在 7～9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0%。降水量年际变化幅度较大，最

多时达 706毫米，最少时仅为 194.5毫米。蒸发量多年平均值为 2096.6毫米，一年中

各月蒸发量以 6月为最，以 1月和 12月为小。

3. 人口状况

海原县现辖海城、李旺、七营、三河、西安 5镇，高崖、关桥、甘城、贾塘、郑旗、史

店、曹洼、九彩、李俊、红羊、树台、关庄 12乡，甘盐池、老城区、新区工业物流园区 3个

管委会及南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下设 166个行政村，1151个村民小组，8个城镇

社区居委会，县政府设在海城镇。截至 2011年年底，全县总人口 47.03万人，是宁夏

人口第三大县。其中回族人口 32.77万人，占总人口的 69.7%；农业人口 41.94万人，

1



2

占总人口的 89.17%。总人口中，男性人口 24.16万人，女性人口 22.86万人。

4. 资源状况

海原县水资源十分贫乏，多年平均常流水径流量 2618.5立方米，地下水动储量

3807万立方米，矿产资源主要有石膏、石油、白云岩、耐火黏土、铜等 19种，矿产地 62

处。其中石膏是海原县的优质矿藏资源，全国最大的石膏矿床———宁夏贺家口子矿床

横跨海原县东北部高崖、李旺、七营一乡两镇，矿石裸露，极易开采。另已初步探明石

油储量 3.31亿吨，占六盘山油气盆地总储量 5.25亿吨的 63%，开发前景良好。此外百

万亩草山资源和以发菜、蕨菜为主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以马铃薯、豆类、肉类、皮

毛、瓜果、油料等为主的农畜土特产品资源也相对丰富。

海原栽培作物共有四大类：一是禾谷类作物，主要有小麦、糜子、谷子、荞麦、莜麦等；

二是豆类作物，主要有豌豆、扁豆等；三是薯类作物，主要有马铃薯等；四是经济作物，主

要是胡麻、小茴香、硒砂瓜等。海原养殖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羊、牛、驴、骡、马、猪、鸡等。

5. 交通状况

2000年后，海原县境内交通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中宝铁路、福银高速公路、银平公

路、中静公路等省道纵横过境；潘西路、海黑路、海靖路、海同路、海李路等县道网状辐

射；兴高路、郑九路、小红路、树关路、徐黄路、陈马路、徐白路等乡道四通八达。截至

2011年年底，全县境内公路总里程 1841.6公里，其中国道 73.8公里，省道 329.2公

里，县道 160.1公里，乡道 659公里，村道 619.5公里。三河镇为县内交通枢纽，距六盘

山飞机场仅 30公里，有便捷的铁路、高速公路和省道，是北拓南展的人流、物流、信息

流集散中心。

6. 优势产业

海原是一个农业大县，经过多年的探索，现形成了马铃薯、小茴香、苜蓿、硒砂瓜

等特色种植作物。养殖业以牛羊为主，牛羊肉在区内外名气较大。羊羔肉、二毛皮享誉

全区乃至全国；石膏和镁矿为海原的优势矿产，规模大、含量丰富、质地优良，凭借资

源优势已有淀粉生产、硅镁合金、金海石膏企业落户海原；交通运输业是海原最大的

外向型经济优势，经多年的发展壮大已成为占县域经济 15%以上的支柱产业，2800

多户长途货运个体户已遍布全国大江南北，11770辆货车在祖国各地运行。新区基础

设施逐步完善，企业逐步增多，逐渐成为海原经济增长的支柱。

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上的海原县迎来快速发展

的历史机遇，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对外合作，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加快，发展质量

和效益显著增强，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7. 教育卫生

2010～2011学年度，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 363所，教学班级 2396个，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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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86人，其中女生 46780人，占 48.04%，回族学生 71295 人，占 73.21%，回族女生

34963人，占回族在校学生的 49.03%。全县有小学 334所，小学在校学生 58845人，小

学适龄儿童 43415人。全县有普通中学 26所，共有在校学生 25827人（高中在校学生

6285人，初中在校学生 19542人），女生 12692人（高中 3152人，初中 9540人）。本年

普高报名人数 2894人（回族 1479人）录取 1811名，录取率为 75.05%。

城乡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截至 2011年年底，全县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8家，卫生技术人员 996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425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950张，产

妇住院分娩比例为 98.54%。

二、海原的过去

1. 先秦时期

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海原生活。“菜园文化遗址”向人们昭示这里曾经有

过的远古文明。夏商周时期，这里是戎人居住的地方。戎人以逐草随畜、射猎禽兽为

生，惯于马上生活，擅长骑射。戎人中以义渠最为强大，海原地区是义渠的势力范围。

2. 秦汉时期

公元前 272年，秦国诱杀义渠戎王，在北方新建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海原

地区属北地郡。秦筑长城拒胡，三郡一半多的地方（包括海原）在长城线以外，这说明

秦对长城线以北的三郡地区的控制是不牢固的，这里仍然以居处无常、人数不多、难

以约束的游牧民族为主。直至秦统一六国后，向匈奴发起进攻，才将实际控制区向北

移到阴山山脉。

秦汉交替时，匈奴趁机南下至朝那（今原州区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海

原成为匈奴的控制区域。西汉中叶，汉武帝倾全国之力以征匈奴，使匈奴受到沉重打

击，匈奴远遁。东汉时期，对包括今海原地区的安定郡影响最大的要数羌人。东汉一再

安置羌人降众于安定郡，屡次在安定郡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征服羌人的战争，在羌患严

重时又逼迫安定等地百姓离乡背井，远徙至关中地区。长期的战乱，使人口锐减，经济

遭受严重破坏。

3. 隋唐时期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 400年分裂的局面，中国重新统一。605年，隋炀帝在今

海原东部的萧关设立他楼县，隶属原州，这是海原县历史上最早的县级建置。吸取隋

朝覆亡的教训，唐初特别是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措施，

获得了 130余年的兴盛时期，国内政治统一，社会安定，四境的安全得到保障。公元

632年，唐太宗在他楼城设缘州，以安置突厥降户。649年，党项羌族大规模内迁，海原

所在的萧关、天都地区从此成了党项羌族的“行歌作乐地”。705年废他楼县，以其地另

立萧关县，县城设在百草军。851年，升萧关县为武州。这些建置的设置，使今海原县



东部的清水河流域不断得到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唐对海原盐池食盐的开发和利用。“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

海原盐池盐湖就是唐十八大盐湖之一。

唐代，因军事需要，养马业在西北十分兴盛，海原所在的萧关、天都一带正处在原

州、会州养马区的核心地带，因水草丰美，盛产良马。所产马匹脚力强健，冒箭矢而不

惊，遇刀枪而不退，闻鼓疾驰，为军队所喜爱。

763年，吐蕃乘安禄山反叛之机，在西北抢占地盘，海原全境被吐蕃占领长达 86

年。直到 849年，才因吐蕃内乱，使萧关得以光复。

4. 宋元时期

海原地区在宋夏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李继迁攻占战略要地灵州（现

宁夏灵武县），即宋咸平五年（1002年）或次年，海原地区就被西夏所夺取。西夏称今海

原的西华山、南华山、月亮山为天都山，因此简称海原地区为天都。天都地邻宋境，为

“畜牧耕稼膏腴之地，人力精强，出产良马”，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随着宋夏矛盾斗争

的继续和深入，西夏日益加强对天都的经营，借以作为南疆重镇和进攻前哨。

西夏在夺取天都后，建南牟会城。南牟会城背山面水，川原平旷，牧草丰美，森林

茂密，地理形势与自然环境优越。西夏还于南牟会城置监军司，元昊派大将野力遇乞

守天都，号“天都大王”。李元昊于 1042年纳妃没 氏，营造离宫，“内建七殿，极壮丽，

府库馆舍皆备”，“日与没 氏宴乐其中”。1081年（宋元丰四年），宋五路攻夏时，宫殿

为李宪所焚。

西夏据天都地势之利，进可攻，退可守，每聚兵以十数万计。立国初，与宋进行的

三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其中的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就是以天都为基地，向宋

朝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的。以后，西夏多次在天都集结军队，构成对宋的严重威胁，

宋朝为改变被动处境，决心把夺取天都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目标来进行。

1096年，宋朝于西夏内部矛盾重重、国势衰落之际，对西夏实行强硬政策。在军事

上采纳知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章楶进筑城寨的办法，从筑平夏城（现原州区黄铎堡，

遗址尚存）开始，步步进逼西夏，并于 1098年农历十二月，趁西夏围攻平夏之败，派郭

成、折可适出荡羌寨（即没烟后峡，在今海原撒台村东，遗址尚存），分六路突袭天都，

俘夏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天都遂为宋所有。次年，宋朝调环庆、熙河、秦凤、

泾原四路军队约 5万人，于秋苇川（今海原县马营村西）、洒水平（今海原县城所在

地）、南牟会构筑城寨。历时四月毕工。南牟会赐名西安州，洒水平赐名天都寨，秋苇川

赐名临羌寨。派名将折可适为第十三将驻西安州，兼知州。西安州驻守戍兵 7000人，

天都、临羌两寨各 3000 人。西安州下辖 22 个堡寨，与平夏城、镇戎军（今原州

区）互为声援，应接萧关（在今海原县高崖乡），从而构成了防御西夏入侵的防线。

移口

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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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南迁后，无力北顾，西安州与怀德军（即平夏城）先后于 1126年农历九月和

十一月被西夏所占据（中间短时间曾被金占领，后应夏请求归还），自此直至 1227年

蒙古军灭夏，西安州一直在西夏的有效统治之下。

总计，从宋咸平初（1002年或 1003年）西夏夺取海原地区，到 1227年夏亡的 220

余年间，除宋统治海原地区约 28年外，西夏统治海原地区将近 200年之久。

1227年，蒙古攻夏，占领西安州。成吉思汗以今海原县城所在的西夏东牟会辟为

哈老徒（海喇都）行宫，并可能逝世于此。以回回为主的蒙古探马赤军驻屯海原，成为

海原县境新的主人。随军东来的古土布（伊斯兰教教团导师）先贤传播伊斯兰教于海

喇都（今海原县城）、脱烈堡（在今曹洼乡）、萧关等地，部分驻屯的蒙古人也改信了伊

斯兰教。特别是驻守在开城（在今原州区）的安西王阿难答“皈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

布回教于唐兀（西夏）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大半”。元成宗死后，

阿难答与皇后伯员氏等策划政变，事泄，于 1307年被诛。

阿难答被诛后，元世祖第七子奥鲁赤玄孙阿剌忒纳失里大约于 1320年被封为西

安王，建都西安州城。西安王受命在海喇都地区建造太庙（今称蒙古堡庙），并于 1323

年完工。1328年西安王发动政变，迎立新帝，随以拥戴之功，由西安王进封豫王。1330

年，元朝在西安州的豫王王府置王傅、府尉、司马各两员。后又升王傅为王相，地位进

一步提升。

蒙元时期，海原是重要的军屯地，先后多次安置军队屯田。1324年，元朝置海喇都

屯田总管府。次年，又在海喇都屯田总管府设立惠远仓、永需库。1347年，又增设海喇

都屯田两处。海喇都屯田总管府的设置，使海原县境的土地在元朝得到前所未有的大

力开发，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元朝称今海原县城所在地为海喇都，后简称海城。以后海原置县，即以此取名。

5. 明清时期

1368年，明代取代元朝，元顺帝率残余武装避居漠北草原，以后分裂为鞑靼、瓦剌

和兀良哈三部，他们经常纵兵骚扰明朝。至天顺、成化时期，更有活动于河套地区的鞑

靼各部，不断地侵犯明边，当时称为“套寇”。为防御蒙古侵扰，明在北边和西北边先后

设置了九边重镇，同时，还在固原所属三镇健全了卫所制度。就海喇都而言，设置了西

安、镇戎、平虏三个守御千户所，归固原卫管辖。卫所实行军屯，有敌防敌，无敌耕牧。

明灭元后，海原地区居民很少。境内有藩牧地、卫所军屯地，另外还有官吏的养廉

地。对于土地的经营仍以畜牧为主，兼有农业。明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竞争激烈，政

治一片混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海原占有牧场的藩王竞相掠夺土地，激起人民的

强烈反抗。明末，海原地区连年荒欠，社会动荡不安。明亡的那年（1644年），李自成农

民起义军攻克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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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主中原后，海原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蒙古各部已成为

清朝的藩属，来自北方的威胁和骚扰已不复存在，为海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

件；另一方面，由于明末的动乱，人口星散，境内一片荒芜，土地开发极需人力。

清政府首先废除了藩王牧地，暂归卫所管理，并于顺治三年（1646年）设盐茶厅着

手清丈固原以北的海原及同心的地亩，招人垦荒，收取租税，监管一些民事。当时盐茶

厅主要管理盐茶买卖，因此遂将治所建在固原城内。雍正四年（1726年）裁撤卫所，原

有卫所军屯地及原藩王牧地尽归盐茶厅，继续召民开垦。至乾隆年间，海原地区的经

济已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繁衍，民事纠纷日渐增多，为适应客观需要，遂于乾

隆十四年（1749年）农历四月，将盐茶厅移驻海城。

同治十年（1871年）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左宗棠奏请设置海城县，海城县于同

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十月成立，时属固原州，管辖的区域除现海原县外，还包括西

吉县大部分，设海城县丞于打拉池（在今甘肃平川区）。起自元朝的海城之名，遂为清

政府所沿袭。

从清初后的 200多年间，固原地区包括海原在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被大规模

开垦，延续几千年的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被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经济结

构所代替。

海原是重要的回民聚居区，在清朝统治的 200多年间，特别是后期，海原回民时

有起义，给清王朝以打击。前期有鸦儿湾马四阿訇响应苏四十三的起义和小山田五阿

訇起义。特别是同治元年（1862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盐茶厅是最早响应起义的地方之

一。自同治元年起，盐茶厅战乱达十年之久，海原地区大伤元气，人口稀落、土地荒废。

6. 民国以后

民国 3年（1914年），北京国民政府因本县名与东北奉天省之海城县重名，遂改海

城县为海原县，时属甘肃省陇东行署。民国 9年（1920年），海原发生 8.5级“寰球大

震”，其惨烈程度世所罕见。由于政府救助不力，人民灾难深重，死亡者十之八九，建筑

被毁，一切化为烟云。

1949年 8月 11日，海原全境解放，时属甘肃定西专区。海原解放后，广大人民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在地震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海原回汉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逐

渐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1953年，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成立，海原属之。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海原划归固原行政公署。2004年行政区划调整，海原划归中

卫市管辖。

综前所述，自新石器时代起已有人类在海原生活。自秦灭义渠置三郡后，又较早

地归入了中国版图。但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它步履蹒跚，经济发展缓慢，战

乱不止，地形封闭，人口稀少，这些都成为它发展不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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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海原的包袱是沉重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海原的潜力和优势，在了解历史

的基础上，扬长避短，艰苦奋斗，开拓前进，逐步改变海原贫穷落后的面貌。

三、海原的未来

海原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一历史机遇，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

于社会、经济、历史、自然、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自然条件和“十年九旱”

的影响，和宁夏平均发展水平以及周边县区相比，海原县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比较落

后，贫困程度还比较深。2011年，全县人均 GDP为 6386元，占全区平均水平的 6.9%；
农民人均纯收入 3627元，占全区平均水平的 65.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251
元，占全区平均水平的 73.7%。“十二五”规划制定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了进一
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原县面临着又一次难得

的历史发展机遇，海原县委、县政府已为我们描绘出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其近期目标主要有：

围绕“建设和谐富裕新海原”这一目标，大力推进“生态移民、大县城建设”两大工

程，组织实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新型能源扩规达产，文化旅游振兴繁荣”三大行为，

狠抓“节水农业、扶贫开发、招商引资（善）、商贸物流、民生改善”五项重点工作，大力

弘扬震柳精神，全力打造节水能源示范县、工业物流崛起县、教育文化先行县、民生改

善先进县、社会管理创新县。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9亿元，增长
1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6250万元，同比增长 20.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1亿
元，增长 25%；农民人均纯收入 4060元，增长 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120
元，增长 12%；全社会消费品总额 6.5亿元，增长 16%；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13译以
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3%以内。
其 2020年远景目标是：

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突破，

新型工业化格局基本形成；第三产业有了突破性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力量；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土流失得到遏制；社会保障更为完善，公共服务达

到全区平均以上水平。到 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34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28000元，与全区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地方财政收入为 3.1亿元，固定资产累计达

到 68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 36000元和 12000元以上；人口数量明显控

制，人口质量明显提高。将海原县建成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环境

优美的新海原。

“十二五”时期，重点实施的“八大”工程是：

两城拉动工程：加快建设新区工业园、物流园，使其成为国家级东部产业承接地和

宁南山区最大的集物流、交易、配送、仓储、修理、信息“六位一体”的现代物流中心。在老

7



城区以民族古镇建设为抓手，规划建设“五馆”（体育馆、民俗博物馆、地震博物馆、花儿

艺术馆、红色文化纪念馆）、“两园”（回乡风情园、牌路山森林公园）、“五基地”（蒙元文化

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回乡风情体验基地、西部影视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和“四条街”（剪纸刺绣一条街、汽贸维修服务一条街、民族餐饮一条街、民族用品一

条街），把老城建设成集教育、文化、旅游、商贸为一体的具有浓郁回乡风情的特色城镇。

移民攻坚工程：按照“迁得出、住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的要求，坚持以县外移民

为主、县内移民为辅，整村搬迁，集中安置，规划五年移民 5.6万人，其中县外移民 3.9

万人，县内移民 1.7万人。

交通水利工程：规划建设老城———新区高速公路、新区火车站，争取平海铁路、平

海高速公路立项建设，全面提升“四纵五横”通达水平，构建四通八达、大进大出、快捷

便利的交通网络，努力建成宁夏交通运输第一县。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解决

26.7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建成高崖自治区级旱作农业高效节水示范区，努力建成宁

夏中南部旱作节水产业示范县。

特色产业工程：建设面向全区、全国的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小茴香种植基地，打造剪纸

刺绣、民族用品、清真厨艺“金片”，力争滩羊皮草走出国门、畅销世界，努力建成全国小茴香第

一县，宁夏剪纸刺绣、清真厨艺第一县。

招商引资工程：依托自然、人文、产业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招商引

资，实行全民招商、全党招商，力争“十二五”期间，引进企业 6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0家，投资 30亿元以上。

生态建设工程：以“四山”（南华山、西华山、月亮山、凤凰山）、“两城”（老城区、新

区）为中心，以公路、田间林网为补充，大力开展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绿色通道等工

程，使森林覆盖率达到 12%，努力构筑宁夏南部生态绿色屏障。

教育强县工程：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民族教育和特殊教育，积极鼓励和扶持民办教育，强力推进职业

教育，把我县建成宁南山区职业教育基地。依托地震、菜园、蒙元、红色、花儿、西夏、民

族等多元文化资源，变文化优势为产业优势，打造文化大县。

民生保障工程：加快完善符合县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

乡居民社会保障全覆盖，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这个宏伟蓝图，需要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去拼搏、去创造、去开发。我们相信，借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有区市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引，有海原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有广大海原人民的勤劳、智慧，海原这片虽然贫瘠但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一定

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海原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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