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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并深切地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
之路。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全面进步，国
际地位日益提高和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从居民收入的增加到全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人民的
生活水平，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我
们的衣、食、住、行、用等都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居民的消费档次
升级换代，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明显改变。
　　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我们的指导思想也
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
论。
第二个阶段，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体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三个阶段，要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其中主线始终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是生产发展，二是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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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从居民收入的增加到全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人民的
生活水平，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我
们的衣、食、住、行、用等都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居民的消费档次
升级换代，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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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创新和发展农牧产品加工方面的合作经济组织。
围绕民族地区农牧产品加工增值问题，可以大力创新和发展农牧产品方面的合作经济组织，以提高农
牧产品的加工程度和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
在区域化发展比较明显，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
可以引导农牧民出钱、出物、出技术，以劳动和资金股份合作为途径，直接投资兴办农牧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实行分户生产、合作加工、销售，使农牧民从农牧产品的生产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近年来，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呈现高增长、高效益的良好局面，但经济
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如工业化水平滞后，工业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企业资源性特征比较明显，总体
上仍未摆脱依赖资源发展的格局，工业企业中缺少具有牵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缺少产业发展的中小
企业群，科研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工业企业的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上偏低。
　　目前国内外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甘肃民族地区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工业的大发展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经济的后发赶超。
　　（1）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工业化。
农牧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牧产品加工，把农牧产品加工做深做精，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农牧业产业
化经营水平，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一是要发展特色加工业，优先扶持优质肉类加工、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
二是扶持牛羊肉等重点精深加工项目。
要在牛羊肉产品加工上大做文章，抓好环保食品、绿色食品、民族特色食品、放心食品等，力争建立
适应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食品加工牛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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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肃民族地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研究》是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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