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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抉择，是我

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中国

命运的历史选择。从 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

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以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斓壮阔、

惊天动地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

诗，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

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育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c 今

天，与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辑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

国巍然吃立在世界东方。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雷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必岳之路;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和我区农业生

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c 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宁夏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涨，主要大宗农副产品全面稳定增长。 1984年后，棋、棉等主要农副产

品出现相对"过剩"农村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并尝试向产后加工、流

通等方面的转变，农业产业化开始进入实际发展中。 30多年来，在农业

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宁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

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

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

养坦、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

了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并构建

起了新的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O 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

加速撞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在全

区土下的共同努力下，宁夏农业产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和重要经

验，亟待进行认真梳理、全面总结、科学提炼，以更好地服务现实，推

动农业产业化迈上新的台阶，创造新的业绩，实现新的科学发展和跨越

发展。

为不断深先宁夏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经自治区党委有关领导同

意，中央党史研究室批准，我们确定了以宁夏农业产业化发展史等四大

专题为主要内容的 2014年宁夏改革开放史研究写作任务。开展对 30多

年宁夏农业产业化发展史等专题的研究和编写工作，是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的重大举错，是宁夏改革开放史系列专题研究

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编撰《中国共产党宁夏吏〉第三卷的基础工程，

是充分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作用的基础工程，也是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创造宁夏改革与发展新的辉踵的迫

切要求。

本书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现租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跟中央的步伐、紧跟自治区党委

的步伐、紧跟历史前进的步伐，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

发展为主线，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全面系统地在集 30多年来宁夏



农业产业化建设方面的资料 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地支映、展示、

蔬理和总结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在推进宁夏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重要

举措、重要活动、重要成就和重要经验，充分发挥党史研究对党的理论

创新的推动作用，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租促进作用。该书由综述

篇、专题篇、地方篇、文献篇四部分组成。综述篇，主要包括宁夏在推

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30多年来形成的重要决策、重要举措、重要事件和活

动、重要成果、重要经验。专题篇，主要包括宁夏在推进农业产业化 30

多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和亮点工作5 地方篇，主要包括银川j市、石嘴

山市、吴忠市、国原市、中卫市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30多年来形成的

重要决策、重要举措、重要事件和活动、重要成果、重要经验。文献

篇，主要包括中央和岳治区关于农业产业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文献、宁夏

农业产业化建设和发展的梧关统计数据。

本书具有系统性、针对性和可读性。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史论

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深入浅出、通信易'崖，

全面阐述、权威单结。该书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掌握宁夏改革开放史

的重主要学习读本;为各级领导干部深入思考、着力深化当前及今后的工

作提供智力支持;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对宁夏改革开放史进→步深入研

究，提供丰富的研究参考c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亟待解

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患意。我{门要自

觉以"四个全面"为总揽进一步抢抓机遇 攻坚克难，着力深化"四

个宁夏"建设。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认真阅读此书，从中受到教育、得

到启迪，汲取营养、获得动力。尤其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进一步增强全

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坚定性和使命



惑，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敢于涉险滩，敢于啃硬骨

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着力开创宁夏农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新局面，为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宁夏，谱写人民

美好生活新篇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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