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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的重要命题，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重要部署。宁夏是生态脆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

地区“三区”高度耦合的省区，肩负着维护全国生态安全、促

进民族团结、补齐发展短板、实现人民富裕的重要使命。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两次亲临宁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宁夏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批示，为宁夏发展明确了科学

的定位。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努力在实现经济繁

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上更进一步，以高质量发

展助力共同富裕，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壮丽

篇章。

一、宁夏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现状和成就

近年来，我区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在体制机制、政策制定、产业布局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

重大部署，取得了重要成效。

（一）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全区经济发展持

续向好，增长稳定，连创佳绩。2023年，实现生产总值5314.95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6.6%。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全区

新建32个科研机构，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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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特新企业共计1231家。升级转型步伐持续迈进，新兴动能发

展势头强劲，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44.1%，规模以上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较上一年增长 44.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提升

38.6%，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全区森林覆盖

率不断提升，黄河干流宁夏段进出断面水质保持在Ⅱ类水质。

（二） 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宁夏在如期实现 80多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攻坚任务之后，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稳

步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机械应用量、农业产

值不断稳步提升。2023年粮食亩产达 364.0公斤，较上年增长

0.6%，而化肥使用量却逐年下降，农业化肥使用效率显著提升。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农村人居环境不断优化提升。2023年

完成农村公路提升工程4670公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上硬

化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7%。

（三） 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2023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8.2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3.56万人，均超额完成预定目

标。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 5.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达 8.2%，

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16.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启动实施“七项民生工程”，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事业，

加大教育投资，新增基础教育学位3万个。

二、宁夏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问题分析

宁夏结合自身特色，有效融入国家经济发展大战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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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成绩的同时亦面临一定的困境难题。

（一）发展差距明显。宁夏整体仍属于欠发达地区，与中东

部发展差距明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主要

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尚未完成等

方面。宁夏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起点较低、基础较差，实现共同

富裕任务目标的压力巨大。

（二） 财政自给率低。从中央到地方要过“紧日子”，宁夏

地方财政收入规模较小，2023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仅 502.26亿

元，一般预算支出1751.45亿元，财政支出压力大、政府债务负

担较重等问题较为突出。在财政“紧日子”约束下，必须做好

统筹安排，高效运用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三）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创新是宁夏作为欠发达地区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近年来宁夏在创新上的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但不管是规模以上企业R&D人员数量、经费投入，还是

科技产出及转化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创

新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高尖人才吸引乏力。宁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很多优

秀人才流向了经济发达地区。加上人才引进机制不完善，导致

人才引进困难、引进人才留不住问题突出，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缺乏。国家统计局2022年抽样统计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

宁夏研究生学历人口占比仅为 4.761‰，远低于 9.473‰的全国

平均水平，人才结构不合理，缺乏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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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人才，严重制约宁夏创新能力，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

（五）开放质量有待提升。宁夏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

点，区位优势明显，在打通国内国际交通网，主动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取得重要进展。但2023年宁夏外贸

进出口总额 205.4亿元，同比下降 4.3%，总量仅高于西藏、青

海等地，开放的广度、深度、质量都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六）生态环境依然脆弱。宁夏作为西北生态屏障，其生态

环境保护与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生态安全。近些年来，

全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战略，花大力气投入生态修复和保护工

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但生态脆弱的区情实际并没有根本性的

改变，必须全面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

三、宁夏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一）疏通生态保护问题堵点，牢固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

裕的生态根基。一方面，宁夏总体水资源匮乏、用水效率不高

的问题突出，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必须全方位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如继续加大工业用水集约式改造，严格控制高耗水

工业发展，提升工业用水效率；改变宁夏地区农业大水漫灌的

传统浇灌方式，发展节水农业；提高居民节水意识；在开展生

态修复与保护工作的同时，必须综合考虑不同区域水资源承载

力；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过程中，摒弃单纯提高植

被覆盖率的方式，通过优化植物群落配置以实现节水与生态修

复并举；种植枸杞、沙棘、枣、杏、中药材等耐旱节水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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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另一方面，宁夏每年20亿

的生态治理费用支出，对于地方财政是不小的负担，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除向中央争取更多生态保护专项基金

外，必须拓展生态补偿空间。与青海、甘肃等黄河上游省份联

动，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省际合作，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推进与中下游各省份签订黄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协议，并逐步建立完善区内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交易

市场。

（二）促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

的物质基础。第一，重视第一产业现代化，做强“六特”产业。

推广绿色农业技术，促进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绿色升级，规范

特色农产品绿色生产及有机认证，全面提升“六特”农产品品

质；吸引国内外知名农产品加工企业入驻，鼓励企业联合，打

造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全面提升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生产加

工能力；着力打造“六特”农产品品牌，并充分利用会展、特

色产品体验店、融媒体平台等渠道加大品牌营销宣传，提升品

牌知名度，打开市场。第二，加大“六新”产业培育力度。坚

持“绿色”“数字”“智能”相结合，坚持科创与产业协同，以各

产业园区现有产业和资源为基础，内部孵化和外部招引相结合，

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带动、骨干企业推动、成长企业联动的产业

梯度培养格局。第三，承继原有产业优势，关注需求侧的多样

化、个性化要求，加快建设数字平台助力“六优”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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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引才稳才能力，增强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

创新动力。第一，“不拘一格”引人才，设计特殊人才招引办

法。针对有突出才能的特殊人才，开通引才绿色通道，破除年

龄、学历等方面的硬性规定，实行“一人一策”引进机制，避

免与特殊人才失之交臂；同时针对不同类型人才，实行分类引

才策略，设立分类招引与考核办法。第二，持续优化完善人才

信息库，加大柔性引才力度。加快完善入宁高层次人才及在外

宁夏籍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建设，以市、县（区）等各级党委组

织部为纽带或委派专员建立长效联络沟通机制，切实推进《宁

夏回族自治区柔性引进人才工作实施办法》贯彻落实，让更多

人才以各种方式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第三，注重

宁夏人才生态建设，增强人才吸引力。改变区内用人单位僵化

官僚化管理作风，破除官本位思想，营造有效率、有温度的工

作环境，让人才有归属感、有安全感；鼓励用人单位制定各类

人才长培方案，解决“重引轻培”问题，让人才看到来宁工作

的发展空间；兑现引才承诺不打折，真正解决高层次人才父母

医疗、子女享受区内最优质上学资源等现实问题，让人才选择

来宁工作更有“性价比”。

（四）用好开放的平台载体，拓展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

的格局空间。用好东西部科技合作先行区这一开放载体，畅通

合作方式和渠道，用东部“智力”解决宁夏“卡脖子”难题，

实现东西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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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强海内外葡萄酒产业交流合

作，讲好宁夏葡萄酒故事，以葡萄酒为纽带，让世界了解宁夏，

提升宁夏知名度和好感度；紧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充分

利用好中阿博览会、中阿政党对话会等“国字号”交流平台，

打造国际会展博览产业集聚地。加快推进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

物流枢纽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打通交通“最后一

公里”，全面汇入国内国际交通网，数字化赋能，打造集会展、

商贸、仓储、物流于一体的西部智慧仓储商贸物流中心，向内

加强沿黄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向外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经贸合作，持续拓展开放空间。

（执笔人：宁夏大学　陈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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