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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极大

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走共同富裕的信心。无论是社会科学工作

者，还是实际部门的工作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着认真的思考。在

深刻领会十六大报告精神的同时，已将其自觉地贯彻并付诸于行

动之中 o 2004 年初，~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的意见》的发布，再一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社会

服务、为现实服务、为地方服务的信心，也调动了人们积极参与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经过反复思考和积极准备，我们选择

了将宁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问题作为主线，研究其中一些重

大问题，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
一

宁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涉及的面是极其广泛的，我们

选择了村民自治、非公有制经济、城市化、特色产业、社会保障等问

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提出了有助于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思

路和想法。如在《村民自治与西海固农村发展》中，明确提出了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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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治是加快西海固地区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举措，因而必须正

确处理好村民自治工作中已有的各种关系，特别是要提高村委会

干部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致富能力等，更为重要的是

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与到村民自治活动中，农村经济

社会才能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再如在《宁夏非公有制工业经

济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中，通过对宁夏非公有制工业经济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以及典型案例的调研，明确提出促进宁夏非公

有制工业经济发展，应从创新经济发展环境、多渠道融资、提升企

业自身实力等方面着手，解放思想，大力发展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非公有制经济。

--
一

我们之所以选择以上几个方面作为本书的重要内容，还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书中的绝大部分成果都是全体作者承担的相

关课题的结题成果。如《村民自治与西海固农村发展》、《宁夏非公

有制工业经济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银川市城市化发展模式研

究上《宁南山区退耕还林还草及其后续产业问题研究》、《西部大开

发条件下移民开发模式及实现途径研究) ，是任维祯、杨巧红、周火

婚、高桂英、范建荣等同志分别主持的相应自治区级社会科学规划

办课题的结题成果或部分成果;{宁夏异地居住人员医疗费用管理

办法研究课题报告》、《宁夏建筑业劳保基金统一管理工作调研报

告》、《西海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困难及现实选择》、《加大就

业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加快全面小康建设步伐》、《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带，促进

南部山区经济大发展》、《发挥竞争优势，提升宁夏乳制品产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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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是范建荣、张学东、吴学忠、未芙蓉、任志军、赫风起、张轶秀等

同志主持或参与相关厅局的结题成果。

四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对于研究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现

实问题的社科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本书各章节都是作者们在进

行广泛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整理分析思考的

结果。每位作者为了写好自己承担部分的内容，在原有成果的基

础上又再次进行了调查和补充。当然原有成果的形成也是在反复

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同志曾多次前往西海固地区或全

区各市县进行调查，才最终形成了现有的成果。

当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科学研究总是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因而我们在形成此报告的基础上也参

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的文件汇编 O 由于数目之众，难以将

其一一列出，在此对所涉及的相关文献的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

编者

2004 年 12 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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