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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感悟西部》内容简介：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思
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
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作出的关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涉全国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是中华民族以其雄伟的气魄和胆识奋力推进的前无古人的惊世伟业。
像人类一切伟大事业的推进需要理论引领和智力支持一样，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宏伟进程应运而生的，
是一批批热爱西部、研究西部的专家学者的理论著述和文化思考。
《感悟西部》既是从一个侧面对西部大开发伟业的记述，也是对西部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份
痴情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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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念好草木“经”打好草木仗(一九八三年九月)关于广西“老少边”地区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一九八五
年六月六日)应使种草种树这项事业越办越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关于新时期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的
几个问题(一九八六年八月)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指示精神做好新疆牧区工作(一九八六年九
月)关于对外开放的几点意见(一九八六年十月)加快群众性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经济发展(一九八七
年三月十四日)当前民族工作的三项重要任务(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
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石山开发和民族繁荣(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关于少
数民族地区体制改革工作的一些意见(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一九八九年九月)努力推进民族经济学健康发展(一九九○年五月)不断深化对西南
地区社会自然条件和周边国际环境的研究(一九九○年八月八日)重视民族教育办好民族院校(一九九○
年十月十二日)努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积极探索努力做好城市民族工作(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不断把民族工作推向前进(节录)(一九九一年十月
二十九日)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主要问题及对策课题组会议上的讲话(节录)(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黄河振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世界民族大辞典》序言(一
九九二年九月七日)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一九九二年八月二
十四日)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努力搞好民族理论研究工作(节录)(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关于民族地区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问题(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交流经验相互促进共同提
高(节录)(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一九九三年二月)
认真做好自治州民委的工作(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九三年六月)加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研究(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关于广西改革开放
的情况和三点建议(一九九四年三月)青藏高原概况和新中国建立前的开拓经营(一九九四年七月)努力
办好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一九九五年十月八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一九九五年十
月九日)认真贯彻十四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促进西部两个文明建设(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关于内
蒙古自治区建设的几点意见和建议(一九九七年三月)客观、求实、联谊、促进为加快中国西部发展作
贡献(一九九七年四月)为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三项建议(一九九七年八月十日)认真贯彻党的十五
大精神加强西部发展研究(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关于实现二○一○年远景目标进程中继续处理好民族问
题的若干思考和建议(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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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应当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来深化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情况的认识。
既不能拔高，也不能降低，要实事求是。
原来划人和汉族一样或接近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显然偏高了。
这是因为：过去我们衡量事物，往往不注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或者说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衡量
；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把一部分刚刚进入封建地主制的少数民族，同建立封建地主制已有二千多年
的历史、正在走向没落瓦解、资本主义已有一定发展的汉族等同了。
所以，我们应当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类研究，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符合实际。
第二，研究民族政策的时候，一方面要坚持给予优惠和扶持；另一方面要合乎改革方向，有利于提高
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
少数民族落后，不是少数民族无能，而是由于历史没有给少数民族这种发展的机会。
所以，优惠扶持是我们的一贯政策，是加快少数民族发展进步不可缺少的，也是先进民族的一项历史
使命。
今后仍应坚持这样办。
另外，要鼓励竞争，提高自强心和自信心，使优惠和扶持达到增强其内部活力和自身发展能力的目的
，而不至于产生消极的影响。
我们要根据商品经济的固有属性和规律，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进步来考虑，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
比如说，竞争性、营利性项目的建设，不管是国家投资还是吸引外地投资，一方面要考虑到当地的发
展，考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还要让投资者有利可图，要兼顾和协调各方
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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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感悟西部》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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