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表达了在中国革命最艰

难时刻，无惧艰险的豪情。再看《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

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

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词表达了胜利的喜悦豪迈，和对未来更大胜利的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

专程到西吉县将台堡瞻仰革命遗迹，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不

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不忘初心”就是对胜利的深刻思

考，就是如何理解胜利，正确地对待胜利，如何迎接更大的胜

利。讲好胜利故事，才能深刻理解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指

示意义。
宁夏的奋斗故事和胜利故事，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奋斗

胜利历程的精神追求。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建设，其精

神文化内涵的提炼，同样可以从奋斗故事、胜利故事中得到

启迪。在贫瘠的沙地上种植葡萄酿造美酒，是宁夏人民艰苦

奋斗的又一生动体现，而葡萄酒的奔放热烈，也让人联想到

宁夏人民憧憬胜利的豪迈与乐观。如果把胜利故事融入对

葡萄酒文化内涵的阐释，会带给人们更深刻丰富的体验。我

在考察中读到一本宁夏文学杂志《朔方》，上面的诗歌很淳朴

热烈，表现出对文学真诚的热爱。其中岳昌鸿的《天空中的

掌声》就很能体现宁夏人民艰苦劳作的坚毅与憧憬胜利、期
待收获的豪迈。

天空中的掌声

岳昌鸿

天空中的掌声经久不息

闪电携带着谁的翅膀

抵达村庄

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降临

这种不可多得的冲洗

让家园苍老的容颜

勃发生机

我愿意偿还我欠下的债

让野草和花香

让玉米和高粱

舒展挺拔于阳光深处

在北方的天空下

交出硕果，交出贺兰山巅绚丽的

晚霞

乘着惊蛰的声响

我呼唤远走他乡的亲情

找到回家的路

看一看闪电的路径

握紧渐渐飘散的身影……
这首诗我读了很感动，我们要诠释贺兰山葡萄美酒的内

涵，可以把这样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气质融合进去。
奋斗和胜利，是紧密相连的。站在中华民族奋斗史的高

度，认识宁夏人民奋斗胜利历程的深刻意义，是讲好宁夏故

事的重要基础; 通过积极发掘整理相关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传

说遗产，鼓励支持当代的文学创作，把宁夏奋斗的故事、胜利

的故事讲深讲好，这对于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所体现的伟大奋斗精神，也有重要意义。让宁夏

故事有更丰富的内涵，让宁夏作为奋斗之地、胜利之地的形

象，感染和鼓舞中国人民。

宁夏要主动谋划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钟 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当前民族地区的国情现状。当前“一

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我国运用全球化思维、立足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中国积极参加全球区域的

顶层设计治理和 21 世纪综合整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总

体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从地理空

间看，贯穿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在此背景下，抓住构建我国民族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新格

局和新发展的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加快促进宁夏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提出以下三

点建议。
一、立足民族地区的国际发展视野，主动谋划和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

面对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宁夏地区应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组织专家研究本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条件

和不足，分析“一带一路”将给本地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及挑

战，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战略决策。发挥宁

夏的民族地区地缘优势，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抓住机

遇，改变传统民族地区政策局限于国内或限于某一区域市场

内部的弊端，将宁夏全区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建设动态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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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立足国际市场资源，推动生产要素双向流通，开辟宁夏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新视野和新空间。尤其是，应积极创建多层

次、高频度的与亚洲各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机制，倾力消

除影响互联互通的非物理性障碍。
二、宁夏作为民族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注重人文

先行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文化交往交流，需要打造

新机制、探索新模式。一是要加强宁夏民族地区内外文化交

流。整合民族文化品牌，通过文艺演出、影视交流、合作出版

等多种方式推动宁夏地区对外文化交流。同时，充分利用会

展经济的聚集和辐射效应，通过跨区域平台的整体性搭建，

联合举办民族地区专项文化交流活动。二是发展宁夏民族

地区特色文化旅游。整合民族特色旅游资源，培育民族特色

村寨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农业旅游等具有边境地域特

色、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三是加大“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地

区的人文历史研究投入，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经济社会资源

和历史文化遗产，将民族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打

造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历史气息的“丝绸之路”国际旅游文化

品牌。

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宁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共

赢发展

应遵循包容性、差异化、开放型发展策略。一是包容性

发展，应立足“一带一路”建设长远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地区

与大中原经济腹地之间的有效协同，改变内陆封闭型区位条

件，提高宁夏民族地区经济抗风险能力。配合“一带一路”建

设向外输出的大趋势，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差异化发展，为避免因无序竞争出现投资过剩、重复建

设、产业同构等问题，需要在综合区域产业优势和跨区域产

业链分工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规划和鼓励政策，对

于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政策支持，优先支持优势产业重大项

目的布局，同时配合区域之间产业链分工定位，创新民族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完善区域间资源开发及分配机制，为提

高宁夏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提供软硬件支撑。三是开放型

发展，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纵深化的辐射作用，实现

宁夏民族地区生产要素向外流动，以更加综合性、多元化的贸

易方式，通过连续性跨境贸易政策，创新宁夏民族地区加工贸

易模式，扩大双向经济投资，推动宁夏民族地区跨境市场合作

的有序进行，实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

对宁夏发展全域旅游的思考

王灿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研究员

这是我第二次来宁夏。10 年前的 2008 年我来过一次，

当时也是参加国情调研。那次跟这次走的路线有点类似，也

是先到银川，再到固原，走了固原的三个县———泾源、隆德和

西吉，然后北上到中卫，最后由银川回北京。应该说，我跟宁

夏很有缘分。
这次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组来到宁夏，故地重

游，感到格外亲切，也很高兴。几天来，从北到南，又从南到

北，实地看了一些市县，对宁夏的了解更深入了，对宁夏的认

识更丰富了，对宁夏的感情也更深厚了。调研过程中，我也

增长了不少见闻和知识，颇受教益。我们感到，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根据宁夏的地理位置和生态情况，将全域旅游作为重

点发展产业，使流经宁夏的黄河不受工业污染，既体现了大

局观，也秉持了科学务实的发展观。
对于全域旅游，我是个外行。不过，既然是调研组的一

员，那就负有使命和责任，所以这些天我不光是随着大家一

起看和听，也作了一点个人的思考。下面就全域旅游这个主

题谈三点想法。
一、因地制宜树特色，全面发力创品牌

在我们国家，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
全域旅游又是近些年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和新的发展思路。
当前，旅游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全域旅游又在探索之中。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旅游业的经营和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

因此，特色和品牌相当重要。简单地讲，特色就是“人无我

有”，品牌就是“人有我优”。宁夏的全域旅游如果能树立特

色，创出品牌，应该是能在全国占得一席之地、赢得一个良好

的地位的。比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六盘山红色旅游、固原

避暑康养游、沙坡头金沙赏玩游和青铜峡黄河文明史( 经济、
文化、农业、水利等方面) 回顾游就颇有特色，这方面可挖掘

的潜力应该不小。旅游业创品牌不只是旅游企业一家的事，

涉及多个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和行动。
二、下功夫打造景点，动心思招揽游客

一个地方旅游资源的开发、硬件设施的建设和软环境的

改善，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积极作为，共同努力。这方

面，政府有关部门和经营企业占有充分的主动权，可以把控。
也就是说，只要政府有关部门足够重视，经营企业资金雄厚，

这方面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景点建好之后，游客来不来，来

多少，呆多久，如何消费，等等，却不是政府有关部门和经营

者所能简单把控的。前些年，有一个新词叫“用脚投票”，这

个用来说游客对一个地方或一个景点的态度，非常贴切。基

于这种情况，我想，现在的旅游业除了在硬件和软环境等方

面下功夫之外，还需要在游客身上动心思。动什么心思呢?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对游客进行分析。现在是大数据时代，

有这个条件。比如拿沙坡头为例，收集近三年或近五年沙坡

头游客的有关数据，看看有多少是近客( 本地的) ，有多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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