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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世界文化多
样性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决心和信心。
加强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
宁夏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2008年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为契机，积极采
取有力措施，全力推动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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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文化蓝皮书·2008》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自治
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密切关注和挖掘我区文化建设事业繁荣发展的新的亮点和动态，把努力为
自治区党政领导决策服务、为各级党政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开展工作提供思路和对策作为编写工作的
主要目的，着重体现宁夏跨越式发展与文化建设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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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奋力推进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总报告宁夏跨越式发展与文化软实力精神动力关
于对宁夏人文精神的若干思考石嘴山精神——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的文化底蕴“大篷车”精神——
宁夏文化自觉的凝现彭阳精神——与发展相伴与创造相随创业精神——贺兰县全民创业行动的动力思
考给水团精神——特别顾大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宁夏首次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统计分析智力支持我区干部对宁夏跨越式发展
的认识宁夏社科界服务跨越式发展的研究、实践和建议文化激荡和民族地区党政干部执政能力培养回
族研究在服务现实中的探索与发展宁夏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趋势文化创新大型原创回族舞剧《月
上贺兰》的文化名片效应自治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设行业专题博物馆繁荣
我区公益文化事业彰显回族特色文化的展演——2007中国宁夏首届回族舞蹈回族服饰展演的启示在地
层深处诠释感恩文化——神华宁煤集团灵新煤矿开展感恩文化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体制改革石嘴山市
文化产业改革与发展的探索银川市文化产业链延伸研究《宁夏画报》实践宁夏期刊改革破冰之举发展
报告加强和谐文化建设提升银川城市品位营造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氛围中国回族之乡——宁夏吴忠市
回族文化建设固原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竞争力中卫城市文化形象定位研究神华宁夏煤业集团企业文化
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宁夏大学大学文化发展报告大事记2007年宁夏文化发展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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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治区党委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人身先士卒，经过深入调研后提出：不同区域文化的特色造
就的区域文化的风格，代表着优势，意味着竞争力和影响力。
要抓住自治区50周年大庆的有利契机，着力培育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红色旅游文化、
民俗风情文化、丝绸之路文化、“两山一河”为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
遗址文化、边塞军旅文化、西夏遗存文化、发展成果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
其观点不仅由于是自治区领导同志提出的而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更是因其开拓性地探讨有着宁夏民族
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和先进文化，实现宁夏区域文化的跨越式发展而具有引领宁夏文化自觉风气的
意义。
　　社科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宁夏地方市县政府联手，或举办“回族文化与区域和谐发展论坛”，
力图使回族文化研究走出书斋，为宁夏跨越式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服务；或召开“成吉思汗与六盘山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辟了国际学术界把成吉思汗研究和六盘山地区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领域，为进一
步探索宁夏文化研究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结合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一批心系宁夏现实发展、充满人文关怀的重要学术论著出版。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作者较好地将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的
发展与演变过程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时空中考察，为宁夏人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
化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论文《宁夏生态移民中的宗教文化调适》，采用人类学相关研究方法
，探讨搬迁到银川市的山区回族移民在“吊庄”里，不同的教派意识淡化，逐渐融合为一个几乎相同
的宗教文化模式，处在不断融入银川市主体文化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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