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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宁夏曾是森林、灌丛、草原广覆的地区，特别是南部六盘山及其周

边地区，森林更为茂密。 在民国时期，二个天然林区元人管理，滥伐滥牧严重。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宁夏只剩下残破的天然次生林 6 万多公顷(大部分

为灌木林)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的林业建设经历了曲折道路，有成功也有失

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 1958 年，是宁夏林业稳步发展阶段。 1959 年~

1978 年 ，是曲折发展阶段。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 宁夏的林业受到巨

大冲击 ，损失惨重。 1978 年 - 2000 年 ， 是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时期。 1978

年 1 2 月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将造林

绿化事业定为国策，林业生产被纳入国民经济的基础。 1978 年国家"三北"

(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开始实施后，宁夏全境被规划为工程重

点，自治区党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狠抓林业建设，宁夏林业开始步入蓬

勃发展的时代D

制定了宁夏"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体系的总体规划，使宁夏林业的建设

有了方向目标;加强了法制建设，制定、发布、贯彻执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森林制

止破坏的政策法令;建立健全了林业公安机构、护林组织和护林制度;开展了

稳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 ，森林得

到保护，群众造林积极性有较大提高。

与此同时，还抓了机构建设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使宁夏林业建设成为

集管理、科研、推广、调查规划、森林保护、生产、教育、商品流通等门类齐全的

生产、管理服务体系 ，从自治区到地(市) 、县、乡土下贯通的林业管理系统。

1949 年 - 2000 年 ， 宁夏累计造林 10 1. 9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 1. 4% 提高

到 8.4% ;林业年值由 17.2 万元增加到 7.7 亿元;林业行业管理、服务体系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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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法令、规章、标准相继制定;取得科研成果 200 多项，其中获国家特等

奖 1 项，二等奖 3 顷，二等奖 1 项，获林业音i 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8 顷，

等奖 27 顷，三等奖 60 顷，四等奖 53 顷。 2000 年全区林业职工 11400 多人.其

中科技人员 27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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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林业资源

第一节 林木面积蓄积特征

面积蓄积森林覆盖率

宁夏是中国少林省(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人工造林的面

积很少，成活保存的更少。天然林主要分布在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中卫香

山、米钵山等地，由于历代统治者只采伐破坏，不抚育保护，林区范围缩小，林

线上升，林分质量下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植树造

林、封山育林，森林资源逐渐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基数太低，基础差，

生态条件也差，林业建设仍然赶不上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全区有林地 2876 1. 6 公顷疏林地 12124. 8 公

顷，灌木林 41902.9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 4%0 人工林 493.3 公顷，其余都是

天然次生林。 活立木蓄积 123.3 万立方米，其中人工林 O. 7 万立方米。

1964 年，宁夏有林地增加到 41082.7 公顷(其中人工林 10438. 7 公顷) , 

疏林地 9166.4 公顷(其中人工林 260.4 公顷) ，灌木林 35437.4 公顷(其中人

工林 208.3 公顷) ，增加了 3301.6 公顷的未成林造林地和 7817.8 公顷的四旁

树(2500 协公顷折算，实际为 19544500 株四旁树) ，森林覆盖率增加到

1. 6% ， 15 年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 。 活立木蓄积 201. 1 万立方米(其中人工林

43.4 万立方米) ，比 1949 年增加了 77.8 万立方米，增长了 63.1% 。

1975 年，宁夏的林地面积增加到 99419. 7 公顷(其中人工林为 30252.3 公

顷) 。 在林地总面积中，有林地 57587 公顷(其中人工林 24977 公顷) ;疏林地

8008.4 公顷(其中人工林 573.3 公顷) ;灌木林 28789.4 公顷(其中人工林

405.4 公顷) ;未成林造林地 5034.9 公顷口有四旁树 15127.9 公顷(25ω 协公顷

折算的，实际为 37819750 株) 。 森林覆盖率增加到 2.0% ， 11 年增加了 0.4 个

百分点。活立木总蓄积 318.2 万立方米，比 1964 年增加了 117.1 万立方米，

增长了 58.2% ，其中人工林蓄积 113 万立方米，增加了 69.6 万立方米。



水利在发展宁夏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北部

引黄河水灌溉历史悠久，从秦、汉时开创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经历代开拓经

营，被誉为"塞上江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灌溉面积近 200 万亩，是国

内几个大型古老灌区之一。 南部山区明代已有水利灌溉，距今也有五百余年，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水浇地万余亩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整修

原有水利工程的同时，又新修了各种水利设施，使全区农田灌溉面积达到 600

多万亩。 如今北部引黄灌区，渠、沟配套，有灌有排，农业稳产高产。 黄河两岸

已建起坚实的堤防，能有效地防御洪水灾害口南部山区陆续建成了库井灌区、

扬黄灌区，一些世代干旱的地方也有成千上万亩水浇地，群众已由贫困走上富

裕口历史遗留的人畜饮水难问题已解决大半。引黄灌区大水漫灌的积习逐步

改变;山区节水灌溉得到大力推广;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 整个水利建设和

管理的水平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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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水资源与水旱灾害

第一节 地表水

黄河

自中卫县南长滩入境，流经区境 397 公里，占黄河全长 5464 公里的 7% 0 

年均水量按 1956 年 -1995 年平均，下河沿站入境水量 317 亿立方米，石嘴山

站出境水量 294 亿立方米。据下河沿水文站统计， 1919 年 -1995 年有 3 个偏

丰时段 :1935 年 -1947 年， 1961 年 -1968 年， 1981 年 -1985 年 ;4 个偏枯时

段 :1922 年- 1932 年， 1953 年 -1960 年， 1969 年- 1974 年 ， 1990 年- 1995 

年口 周期平均 7 年左右口

引黄灌区年平均降水仅 180 毫米，农业用水主要靠黄河供给。

干流泥沙 青铜峡建坝前输沙量 2.37 亿吨，建坝后 1967 年 -1982 年为

0.98 亿吨，与上游干支流水库拦蓄和保持水土有关。青铜峡枢纽库容 7.35

亿立方米，至 1971 年已淤积 5.4 亿立方米，至 2000 年已淤积 7. 1 亿立方米，

兴利库容仅剩 0.25 亿立方米。

矿化度 青铜峡站为 0.40 克/升，石嘴山站 0.55 克/升 。 1998 年青铜峡

灌区年引盐量 291.3 万吨，排盐量 374.4 万吨 ;2000 年青铜峡灌区年引盐量

266.8 万吨，排盐量 342.4 万吨。 灌区盐碱化程度有减轻趋势。

由于工业和城镇排污水量增加，自治区境内河段检出有酷、氨、呻、隶、六

价铭五项毒物口 青铜峡、石嘴山段已检出示，河段综合水质评价为 3 级~

4 级。

清水河

年降水由上游 600 毫米至下游 200 毫米，平均降水量 339 毫米，年径流深

自上而下为 105 毫米 -3 毫米，平均 14.2 毫米，年径流量2.05 亿立方米(宁夏

境内 1.922 亿立方米) ，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为1. 42 万立方米。韩府湾以上面

积 4742 平方公里，占全河面积 1汀，年平均径流量 1. 39 亿立方米，占全河总水



垦殖事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宁夏又是我

国历代重要的屯垦地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及宁夏区党

委和政府更加重视垦殖工作。

宁夏自 1950 年 11 月 1 日建立西北地区第一个国营灵武农场与中国人民

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于 1952 年 8 月 1 日创建国营前进农场开始， 由农垦和

军垦共同创建宁夏垦区。

50 年来 ，宁夏农垦几代人，发扬"艰苦创业，负重拼搏 ， 无私奉献，开拓创

新"的农垦精神，屯垦戍边，开发西北，建设宁夏，示范农业、农村、农民，探索农

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宁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

一定的贡献，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开发利用土地 300 多万亩，建起了 60 多

万亩商品粮基地，创办了 15 个国营农场，21 个工商建及旅游服务业、6 个事业

单位 ， 国有资产已达 16.6 亿元(不包括土地) ，拥有近 10 万人口，4 万多职工 ，

用占全区 2.8% 的耕地、2.1% 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 10% 以上的商品粮。 特

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累计实现利税 6 亿元，生产粮食 30 亿公斤，提供商品

粮 25 亿公斤，农产品综合商品率达 85% 以上，地区生产总值由 20 年前的

2257 万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3. 84 亿元，年平均增长 14.8% ，职工人均收入由

540 元增加到 6600 元，年均增长 13% 0 

回顾过去，创业艰难，发展曲折，成效显著。展望未来，宁夏农垦事业一定

会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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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代屯垦

第一节古代近代垦殖

秦汉时期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 ，派大将蒙恬率兵 30 万人，在河套地区以黄

河为界，筑城 44 座。宁夏河东地区筑有富平县(今吴忠附近)和神泉(今灵武

附近)、浑怀(今陶乐地区)两个亭障，从内地迁来大批贫民和罪犯，与士卒一

同开垦田地。

汉元朔二年(前 127 年) ，汉武帝派大将卫青、李息北击匈奴，设置朔方

郡，并渡河西征，先后于元朔二年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治理屯田，元朔二年从

内地招募移民 10 万"屯垦备胡"元狞五年(前 118 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与

边"。宁夏平原的屯垦由河东扩展至河西的廉县(今贺兰地区)、方渠县(今平

罗县境)以及胸卷县(今中宁县境) 。 相继开凿了河东的汉(伯)渠、河西的汉

延渠和光禄(唐保)渠。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使原来逐水草而

牧的游牧区逐渐转变为农业定居区O

魏晋唐时期

407 年，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立夏国，在今银川、灵武一带开辟果园。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真君五年 ( 444 年) ，刁雍为薄骨律镇(治在今灵武县境，辖

宁夏平原)将领，针对当时"官渠乏水，农田不得广殖，稼宿艰难"之状，奏请朝

廷修成长 120 余里的艾山渠"溉公私田四万余顷" "人大获其利"致使"官

课常充，民亦丰瞻" 0 578 年，北周将俘获南朝陈的 3 万多将土迁居灵州屯垦。

唐高祖武德元年(俑61山8 年)九月，唐皇下诏书"袭隋府兵之制

行"寓兵于农"政策Q 贞观二十年(646 年) ，李世民巡幸灵州，令"建立廊(靡:

官吏办事的地方) 、舍，开置屯田" 。 武则天天授初年，迁殿中侍御史类师德督

理屯务"往反灵夏，积谷数百万(石) ，兵以饶给，元转饷和集之费" (朱:买进

粮食)。因屯田有功，人迁宰相。诗人韦瞻在"贺兰山下果园城，塞上江南旧



宁夏南部山区，包括固原地区的西吉、彭阳、隆德、泾源、原州、15 个县

( 区 ) ，吴忠市的盐池、同心 2 县和中卫市的海原县，总面积 3.04 万平方公里 ，

占宁夏总面积的 58.8% ;2000 年总人口为 237. 8 万人，其中回族 118 万人，分

别占自治区总人口和回族人口的 42.9% 和 61. 8% 。 这里沟望纵横，沙丘连

绵，士地婿薄，植被稀疏，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干早、冰雹、冷冻、病虫害等自然

灾害频繁，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农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堪称全国贫困之冠。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关心宁夏南部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非常重视和

支持宁夏的扶贫开发。 1972 年 ，周恩来总理在落实民族政策座谈会议上得知

宁南部山区不少农民家元隔夜粮，身元御寒衣时，立即决定从部队调拨 10 万

套棉衣给该地区 ，并派遣医疗队为贫困群众防病治病。 周总理同时提出，引黄

河水到西海固。这一决策对后来的扶贫开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0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考察宁夏西海固地区之后，提出了种草种

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建设方针。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

民、田纪云、万里、乔石、李瑞环、钱正瑛等先后到宁夏西海固地区视察。

198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甘肃省的河西、定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

固地区(简称三四)一并列入国家"三四"农业建设专项计划进行农业建设和

扶贫开发。 从 1983 年开始"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在宁夏有计划、有组织的实

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也随之开展。 1994 年 ， 国家又制定了"八七"扶贫

攻坚计划，将宁夏西海固地区的 8 个县列为国家确定贫困县进行重点扶持。

经过近 20 年的艰苦奋斗，宁南山区 8 个贫困县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科

技、教育、文化、卫生、通信等社会事业都有较快发展， 1999 年，南部山区率先

在全国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的日标。 2000 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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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的 139.8 万人减少到了 52. 7 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93 年的 429

元提高到 987 元，基本实现了到 20 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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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扶贫开发概况

第一节 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及组织领导

扶贫开发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针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为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 按照国家的

统一部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根据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宁夏特色的扶贫开发政策。多年来，扶贫开发坚持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把扶贫开发的基本日标和中心

任务放在主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上，强调扶贫到村到户，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全力改善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重视科技教育扶贫、动员和组织社会

各界参与扶贫，开展东西帮扶和国际协作，从最紧迫的问题入于，因地制宜、量

力而行，确保重点，分阶段推进 。

为了确保宁夏西海固地区"三西"农业建设的顺利实施， 1983 年 8 月，自

治区成立了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指挥部(本区内称宁夏农业建设委员会)和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西海固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原固原、银南行署及西

吉等 8 个贫困县也相继成立了农业建设委员会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负责本地区的农业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 自治区农业建设指挥部首任

指挥由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马英亮担任，副总指挥为杨素云、鲍兴邦、张立志;第

二任总指挥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成玉，副总指挥为庞文敏、郭占元、崔永庆，

第三任总指挥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周生贤，副总指挥为郭占元、崔永庆。 从

"三西"农业建设到宁夏"双百"扶贫攻坚期间，自治区和南部山区各县的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随着人事的变动在不断调整和完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涉及近

30 个部门和单位。 2000 年 9 月，为加大新一轮扶贫开发力度，同时也为与国

务院扶贫办名称相衔接，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将原自治区农业建设委员会改

为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增挂宁夏秦边老行扶贫贷款项目办公室牌子) ，作

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常设办公室，

具体负责全区扶贫开发、南部山区农业建设和引黄、扬黄灌区移民开发建设、



宁夏乡镇企业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作为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中的副

业，人民公社时称为社队企业。 198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社队企业改

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也从乡、村两个层次扩展到乡、村、联合、个体四个层次。

90 年代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宁夏乡镇企业在中共十五大精

神指引下，发展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实现超常规、跳跃

式发展。

宁夏乡镇企业在北部地区以煤炭采掘、金属冶炼为主，中部灌区以造纸、

轻纺为主，南部山区以食品、皮毛加工为主。乡镇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已

成为乡镇企业三大支柱行业。

乡镇企业已成为宁夏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重要的增长点。乡镇企业的发

展使农村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农村转移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民

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

2000 年乡镇企业保持了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实现总产值

157 . 6 亿元，比 1999 年增长 17 . 8% ，其中完成工业产值 76.9 亿元，增长

16.7% ;完成营业收入 156.4 亿元，增长 17.4% ;实现上交税金 5.5 亿元，增加

10.2% ;实现利润 10.9 亿元，增长 15. 1 % ;提供给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16.4 亿

元，增长 13.3% 。 总体经济运行态势平稳，工业生产产销衔接良好，企业创新

能力大大提高。新建、扩建、技改项目 260 多个，其中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项

目有 230 个，并且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 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化经营迈出新

步伐。 涌现出了夏进乳品、中银绒业、赢海建材、郊区二建、秦毅实业和宁夏东

方等一批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特色产业更加突出，初步形成了清真牛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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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绒毛皮、蔬菜脱水、粮油及马铃薯淀粉加工等优势产业。乡镇企业集

中连片发展，推动了小城镇建设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较突出的是银

川郊区良田工业区和利通区金积工贸小区。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全区乡镇

企业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 1270 家，占全区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的 80% 0 在

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设施农业、订单农业迅速发展，基地建设形成一定规模。

出口创汇稳中有升。全区乡镇企业电解铝、脱水菜、羊绒加工出口份额增大。

具有宁夏区域民族特色的清真牛羊肉加工产品也开始小批量走出国门 。 全年

全区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达到 8.3 亿元，同比增长 5% 。

通过体制创新、结构调整以及"东西合作"、J‘"‘强乡富民

程的实施，宁夏乡镇企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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