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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夏坚持易地搬迁扶贫与实施乡村振兴统筹衔接,力争把红寺堡区建设成全国易地搬迁移民

脱贫致富示范区。不容忽视的是,红寺堡区还面临着水资源利用率低、土壤次生盐渍化、土地沙化等一

些制约瓶颈。加快实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工程、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无疑成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

民脱贫致富示范区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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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oice for Hongsibao District of Ningxia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elocation and Migration to Get Rich and Impro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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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ngxia adheres to the overall connection between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trives to build Hongsibao District into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elocation immigrant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get rich. It can not be ignored that Hongsibao district is also faced with some restrictive bottlenecks, such 

as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secondary salinization of soil, desertification of land and so on. 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have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creating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elocating immigrant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get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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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

生态移民安置区,现有移民23万人。自

1998年开始建设以来,红寺堡区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不足

500元增长到2020年的10710元,增长了

21倍。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逐步

能致富”的目标,走出了一条从“移民”

到“富民”的康庄大道,为全国解决“一

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问题创造了有

益经验[1]。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领导人视察宁夏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易地搬迁扶贫与实

施乡村振兴统筹衔接,力争把红寺堡区

建设成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脱贫致富示范

区,为全国易地搬迁地区可持续发展树

立样板标杆。 

1 红寺堡区创建全国异地搬迁

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现状审视 

1.1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一

是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增收富民的主导产

业。立足自然资源禀赋,红寺堡区大力发

展葡萄酒产业,依托“企业+基地+农户”

模式,形成了集酿酒葡萄种植、生产销

售、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链。截至2020

年底,红寺堡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0.6

万亩,注册葡萄酒企业28家,年加工能力

3.5万吨,产值达4亿元；二是黄花菜产业

质效双增。黄花菜种植面积由2016年的

1.82万亩增加到2020年的8.02万亩,建

成黄花菜标准化种植示范点36个,其中

千亩以上标准化种植示范点25个,综合产

值3.2亿元[2]；三是枸杞产业带动农民增

收能力逐步提高。带动农户7500多户,户

均纯收入达2万元,年带动劳务就业6.8

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6000余万元。 

1.2实施农产品品牌提升行动。截至

2020年底,红寺堡区累计建成富硒农产

品基地12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15个,有

机农产品11个,绿色产品4个。注册“滩羊

坊”“千红裕”“戈蕊红”“伊加益”“喜洋

洋”“兴茗萱”“萱菀亭”“翼侬富硒”“鲁

家窑”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商标56个。鼓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建“宁”字号、“老”

字号等农业名优特品牌,对创建国家、自

治区级名优产品和绿色、有机认证的产

品,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的政

策奖励,为拓展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1.3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显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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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堡区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推进

“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

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开展绿化、美化、

亮化、净化行动,积极开展“厕所革命”、

农村污水处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深入

推进“定人员、定职责、定地段”管理

责任制,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规

范化、制度化,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1.4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一是全力推

进薄弱学校扩容提质。顺利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大力实施“控辍保

学”责任制,义务教育阶段无失学辍学现

象。全力推进薄弱学校改造,累计新建、

改扩建农村小学62所、幼儿园42所、职

业技术学校1所、高中1所,新增校舍面积

38.7万平方米；二是不断完善乡村医疗

健康服务体系,建成乡镇卫生院5所、四

室分离标准化村(组)卫生室98所,实现

了乡村两级卫生院(室)全覆盖。 

2 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

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面临的困境 

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

范区,红寺堡区还存在一些困难和瓶颈。 

2.1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尽人意。

红寺堡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半干旱风沙带,

气候干旱少雨,全区年引黄水权指标仅

为1.88亿m3,由于总体设计流量小、农田

水利设施落后、农业节水技术不到位等,

农田灌溉后渗漏比较严重,保水能力差,

使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较低,进而进一

步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3]。 

2.2土壤次生盐渍化、土地沙化问题

突出。随着灌溉面积的逐步扩大,红寺堡

灌区次生盐渍化程度持续加大,且每年

以2000多亩的速度递增。土壤沙化面积

约占区域总面积的40％以上,其中地表

已变为沙土的面积占红寺堡灌区总面积

的30％以上。目前,红寺堡灌区土壤盐渍

化农田面积达到3万亩,涉及1乡2镇17个

自然村[4]。 

3 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

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路径选择 

红寺堡区要以节水和生态建设为重

点,以特色产业发展为突破,以基础设施

建设和改善民生为保障,不断增强自我

发展能力,开启能致富、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为全国易地搬迁地区可持续发展

树立样板标杆。 

3.1增强特色产业带动能力。一是做

强葡萄酒产业。加快融入宁夏“葡萄酒

之都”一体化发展,实施葡萄低效园区改

造提升工程,稳步增加葡萄种植面积,提

升葡萄酒品质。加快肖家窑特色葡萄小

镇、滚泉优质葡萄基地建设,发展葡萄酒

配套产业,打造葡萄酒展销运营中心和

葡萄酒特色街区。创新营销模式,鼓励葡

萄酒企业与京东、淘宝、拼多多等大型

电商合作,拓展产区专属网络销售渠道；

二是做大肉牛滩羊产业,加快品种改良,

建设肉牛滩羊良种繁育基地。以村为单

位成立合作社,与养殖户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建设滩羊生态智慧园区、高端肉牛

生产基地,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

“托管养殖”等模式,推进标准化、规

模化养殖,加快建设饲草料配送、屠宰加

工、冷链配送、品牌营销、畜禽交易市

场等全产业链,提高养殖效益；三是做优

黄花菜产业。加快建设绿色优质黄花菜

产业示范基地,推广示范集成技术,逐步

形成加工、储藏、冷链、物流一体化服

务体系,加快“红寺堡黄花菜”地理标志

和区域公用品牌认证,开拓区内外、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四是做精

枸杞产业。改造提升种植基地,推广规模

化种植,坚持果用、叶用、茎用并举,加

快节水抗旱耐盐碱新技术新品种示范推

广,依托百瑞源、富阳等龙头企业,大力

推广标准化生产,鼓励企业开展饮品、药

品、食品、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研发生产。 

3.2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一是推进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实施“巴庄子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加快建设“新庄集、新圈及海子塘支干

渠提升改造工程”。加大农田水利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力度,扩大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实施盐渍化改造工程,推广水肥一体

化技术,提高农业用水效益,加快建成全

域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二是深入推进

用水权改革。大力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和水权交易,科学制定农业水价执行

方案,建立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

法,试点“互联网+农业灌溉”新模式,

推进网上缴费、网上结算管理体制。将

水指标确权到户,鼓励用水权交易,推进

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3.3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一

是加固明长城红寺堡段、烽火台旧址,

加强移民旧址、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

指挥部旧址等移民文化遗产保护。深入

挖掘、系统整理对全区异地搬迁具有重

要意义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丰富宁夏移

民博物馆内容,集中展示移民搬迁历史,

讲好“宁夏移民故事”,彰显异地搬迁所

蕴含的时代价值,形成以“共产党好、黄

河水甜”为主题的新时代红色文化,力争

将红寺堡区打造成“中国移民文化之

乡”；二是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进一

步完善永新村、弘德村、红川村等旅游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全面打造弘

德红色教育示范村、中圈塘葡萄文化村、

西川特色产业示范村、香园移民文化村、

永新特色民俗村、白塔水塞上风光村等一

批乡村旅游示范村,创新多业态旅游产品,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增加旅游收入。 

4 结语 

为了更好的实现红寺堡区创建全国

异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应该聚

焦产业、就业、社会融入三方面,下功夫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提高居民收入,

改善人居环境、大幅提升卫生、教育、医

疗等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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