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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自治区党委、政府于 2003 年 2 月至 4 月对县域经济发展

状况组织全面调查研究，此后 3 次召开县域经济观摩交流

会，动员、部署和指导工作开展。全区 21 个县（市、区 ）

按照经济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就业增加的奋斗

目标，立足各自基础和资源优势，逐步理清发展思路，

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途径，效果渐次显现。2 0 0 4 年上半

年，2 /3 的县（市、区）经济增长速度都在 10 % 以上，财

政收入随之增长，13 个县增幅超过 2 0 % ，有些县高达 3 0 %

至 50 % 以上。

“工业立县”奏响强音

坚持“工业强县” 的发展思路，以工业园区为载体，

整合生产要素，培植主导产业，积蓄发展后劲，是宁夏

一些县（ 市、区 ）发展县域经济的普遍做法。通过几年

的努力，工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显著增

强，许多县市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都在 6 0 % 以上，

一直贫困落后的固原市工业增速也达到了 3 0 % 以上。
灵武市自 200 2 年以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对市属国

有、集体企业进行了产权一步到位式的民营化改造，盘

活资产 1 亿多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落实退税政

策、培训技术工人、输送人才、减免各类收费等政策措

施，对产值在 50 00 万元以上的企业予以重点扶持，政府

公开选聘了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大学生到企业无偿服

务，每年出资 20 万元为企业培训技术工人。2004 年 1 —

7 月，这些企业完成的工业产值占到市属工业的 7 9 .1 % ，

同比增长 161 .8%。灵武羊绒工业园自 2003 年 4 月开工建

设以来，仅用了 1 年半的时间，就累计落实入园项目 3 4

个，引进资金 12.2 亿元。特别是中银公司年产 20 万件羊

绒衫项目、圣雪绒公司年产 50 万件羊绒衫项目都已建成

投产，产品全部以订单形式销往日本。目前，该市羊绒

产业已由原料加工型向绒条绒纱绒衫、羊绒面料精深加

工型转化，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业层次。2004 年 1 —

7 月，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 24.02 亿元，同比增长 60.8% ，

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 7 % ，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中卫市中宁县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寻求致富

门路，从有限的土地走出去谋求发展空间，一批非公有

制企业应运而生。县委、政府因势利导，制定了鼓励和

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由作坊

式生产向规模化生产转变，由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管

理转变，由粗放式经营向规范化和集约化经营转变，重

点围绕秦毅集团、瀛海集团、赛马集团等几个较大企业，

从项目规划 、税收政策、土地划拨等方面进行扶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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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迅速扩张，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龙头。由原中宁县水泥厂改制

而成的宏威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20 04

年 6 月与宁夏赛马集团实现强强联

合，组建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限公

司。公司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

标，建立了企业经营班子控股、经

营者持大股、全体职工参股的法人

治理结构，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并

多次扩股增资，建成了自动化生产

线，从原料入炉到成品出库由电脑

全程监控，生产规模不断提高。目

前，公司年产水泥能力达 140 万吨，

可实现产值 3 .5 亿元、利税 40 00 多

万元，成为宁夏生产规模最大、自

动化水平最高的水泥厂家之一。

发展特色产业

  农民致富增收

许多县、市（ 区 ）依托自身优

势，依照产业化经营的方式，有选

择有重点地培育发展了枸杞、清真

牛羊肉、奶产品、马铃薯等几个以

种养业、加工业为主的主导产业，

成为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一 批龙头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宁夏

红、西夏王、夏进、杞浓等知名品

牌产品畅销国内各大中城市，清真

牛羊肉远销香港 、 利比亚等地区和

国家，脱水蔬菜出口日本、韩国等

国家和地区，优质瓜果深受北京等

大中城市的欢迎，禽蛋、水产品在

西北地区占有重要份额，羊绒制品

等已经成为宁夏出口创汇的重要产

品。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

牌的发展壮大，大大提升了优势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效益，有力促

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发

展。
奶牛养殖是吴忠市利通区的传

统产业，近年来，该区加快奶源基

地建设，抓好良种繁育、饲草料供

应、技术服务、奶业管理和鲜奶质

量检测、疫病防治五大体系建设，

走技术创新之路，奶产业得到飞跃

发展。截至 2004 年 10 月，奶牛养殖

户发展到 1 .3 2 万户，奶业从业人员

达到 4.5 万人，奶牛存栏 6.8 万头，

分别占吴忠市和自治区总数的 7 4 %

和 48% ；农民人均奶业现金收入 1166

元，占纯收入的 38%。先后建成乳品

加工企业 13 家，其中多数是民营企

业。在奶业的带动下，相关产业发

展突飞猛进，种植业结构得到优化

调整，粮经饲总产值比例达 40：33：

2 7。此外，加快青贮饲料配送中心

和饲料加工企业建设，全面推广秸

秆青贮、干秸秆、揉丝微化饲草、

浓缩饲料配制等技术，着力完成饲

草由配置型向专用型转化，形成与

奶产业相适应的饲草生产体系，秸

秆利用率达 2 3 % ，青贮普及率达

3 2 % 。过去秋收后一把火烧掉的麦

草、稻草现在身价倍增，农户每亩

地仅草一项额外收入 120 元。目前，

奶产业已经成为利通区壮大财政、

振兴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成为推

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

最具活力的特色产业。
中宁县是久负盛名的中国枸杞

原产地。靠着枸杞这张“金名片”，

中宁在全国已名声鹊起，小小红果

每年带来 7.5 亿元的产值，一批农民

枸杞经纪人常年活跃在城乡流通领

域，走南闯北搞贩运，走乡串户搞

收购，枸杞及其制品远销美国、日

本、新加坡、香港等 1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每年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1 0 .6

万人，其中在枸杞采摘期投入劳动

力达 150 万人次，高峰期每天近 2 万

人。同时，该县用工业理念发展农

业，使农业发展走上企业化、市场

化的轨道，进而提高农业效益，增

加农民收入。政府扶持和培育的香

山集团中宁枸杞制品公司本着 “兴

产业、创名牌、富杞乡”的宗旨，

依托 “中国枸杞之乡” 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开发出多种档次、规格

的 “宁夏红” 枸杞系列酒，投放市

场后供不应求，极大地带动了枸杞

产业的发展。20 03 年又引进了具有

国内先进水平的原料预处理、意大

利产全自动包装流水线等设备，成

功研制出国内首条枸杞自动清洗流

水线，使公司达到了年产 2 万吨枸

杞酒、年产值 15 亿元的生产规模，

年消化鲜枸杞 2.5 万吨。公司还采取

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订单生产方

式，把枸杞园区作为生产的第一车

间，在枸杞主产地认领、投资建设

标准化、规模化无公害枸杞种植园

区，对生产基地的土壤成分、空气

环境进行严格监测，并按政府指导

价收购，既保证了枸杞原料及深加

工产品的品质，又有利于稳定增加

农民收入，实现了企业盈利、农民

增收的“双赢”。

营造招商引资环境

  多方集聚资金、项目

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举措，宁夏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

视扩大对外开放、加强招商引资，

不断创新思路，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和氛围，重点面向沿海发达地区，

主动出击、上门招商，吸引各类企

业和民间投资来宁进行开发 与建

设。外来资金、技术、项目和管理

的引进有力推动了宁夏县域经济的

发展。
石嘴山市惠农区推行 “客商说

话，我们跑腿” 的服务宗旨，大力

营造 “亲商、安商、富商” 的浓厚

氛围 ，把引来的 “客商能不能赚

钱、能不能安心” 作为对有关部门

工作好坏的标准进行考核，为客商

创造良好的投资条件，多方筹集资

金加大工业园区的建设力度。基础

设施的改善，使园区发展的集聚效

应显著增强，成为惠农区的投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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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2004 年 1 月至 10 月，落户惠农

区的工业项目 66 个，总投资达 24.3

亿元。招商引资的重大突破，推动

了惠农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同

期，完成工业增加值 14.83 亿元，同

比增长 36.1%。
吴忠市利通区面对新一轮区域

经济竞争，走出去取“经”换“脑”，

把园区作为招商引资的平台，作为

新技术、新项目的示范区，聘请区

内外专家对工业园区进行科学规

划，制定出台了招商引资系列优惠

政策，由政府进行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创造 “零收费、零投诉、零距

离、零障碍”的服务环境，建立起

由一名分管领导牵头，一个配套班

子负责的工作推进机制，每月对园

区重点项目建设进行督查，加快了

园区建设进度。自治区批准的 8 大

工业园区之一的金积工业园区，由

利通区政府投资 1470 万元完成电网

架设和道路建设任务，并派出 6 0 名

干部长驻园区 为 客商全程跟踪服

务，使园区很快成为各路客商争相

投资的热土。200 4 年以来，共签订

招商项目 35 个，合同引进资金 8 亿

多元，同比增长 300% ，创历史最好

水平。万胜生物公司、宇华纸业等

多家优势骨干企业相继崛起，年新

增工业产值 5200 万元，创利税 740

万元。牛首山镁合金园区也已吸纳

山东、银川等地的投资 2 亿元，新建

成投产企业 7 家，新增利税 9000 万

元，安置 1 万人就业。

财政鼎力支持

  县域经济活力倍增

宁夏县域经济发展多以民营经

济和广大农民为主，投资主体瞄准

资源优势，利用自身的灵活机制，

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适应市场需

求，自主自力发展。各级政府也规

划指导，着力营造环境，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并筹集财力，有重点、

有选择地以多种方式配套支持。

自治区财政积极支持《宁夏优

势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和发展规

划》的实施，按照 “整合资金、突

出重点、层级管理、重点扶持”的

资金投入原则，调整优化农业财政

支出结构，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扶持优

势特色产业。近 3 年来，投入 3.17 亿

元，用于改造中低产田，改善农业

基本生产条件。每年筹集 3000 万元

用于扶持重点产业，促进农业结构

调整 ，突出扶持重点农业科技园

区、优质农产品基地以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投入 8000 多万元用于

节水示范区、良种繁育和畜牧品种

改良等方面，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

技术保证。筹集农业产业带资金

50 00 万元，重点用于龙头、园区、

基地、科技等方面，主要解决各环

节中存在的突出、瓶颈问题。除此

而外，在农民科技培训、加强科技

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也投入很大力

量。

县（市、区）财政部门坚持“财

政引导不缺位、财政扶持不越位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通过

财政补贴、贴息、担保等方式，因

地制宜地培育扶持支柱产业促进县

域经济发展。吴忠市利通区财政支

持 670 万元扶持“乳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 夏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

上生产线 18 条，到目前，主导产品

灭菌奶产销量达 27 万吨，销售收入

1 2 亿元，雄居西北之冠。银川市兴

庆区逐年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发挥

财政资金的导向拉动作用，激活民

间资本、吸纳利用外资、争取银行

贷款，实现投资拉动。2003 年以来，

抓住国家增加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和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国债资金向农

业倾斜的有利时机，争取到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 1 8 个，吸引社会资金

1 0 00 余万元，建成了清真牛羊肉市

场、 饲草配送中心和特菜加工厂等

一 批农字号企业。并发展了两个千

亩万间科技示范园区，种植设施蔬

菜和花卉新品种，示范带动作用初

见成效。在财政的扶持下，农民参

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热情空前高涨，

现金收入保持 了两位 数的增长速

度。全区粮食、蔬菜和经济作物、

饲草的种植比例由 2003 年的 6：3.5：

0.5调整为 4：4：2，实现了粮、经、

饲 “三元” 种植结构的转变，形成

了以千亩万间蔬菜园区为龙头的自

治区最大的温棚蔬菜生产基地，

2 0 0 3 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681 元，比上年增长 7%。该区大新

镇自 2003 年以来，投资近 10 万元，

引进了 20 多个蔬菜新品种，鼓励和

引导菜农发展特色种植。目前，以

色列西红柿、西班牙卡罗依番茄、

台湾红妃木瓜、墨西哥米邦塔食用

仙人掌等 25 个温棚种植新品种已相

继落户该镇，已为当地农民人均增

收 300 多元，很多家庭人均收入已经

超过 4000 元。随着蔬菜设施基地的

建设，这里已由劳务输出地变成了

劳务输入地。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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