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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全国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普洱举行

张国营

2012-8-2 20:18:09  来源：云南网 2012-08-02

  7月30日，第十次全国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普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齐聚茶城，共同研究讨论“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这一主题。 

  市委书记沈培平在会上致欢迎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小平在会上发言，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忠民和市政府副市长魏

艺红等领导出席会议。 

  沈培平首先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

普洱的基本市情和发展前景进行了介绍。他说，普洱地处西南边陲，独特的天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普洱的六大优势———最为突

出的优势是国土面积大，最具特色的优势是生态良好，最为宝贵的优势是气候优越，最为难得的优势是区位独特，最具潜力的优

势是资源富集，最具魅力的优势是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尤其在文化现象方面，形成了民族文化、普洱茶文化、口岸文化、生态文

化、宗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普洱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近年来，普洱

更是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的理念，着力打造“中国著名、世界闻名、世人瞩目”的普洱国际品牌，“妙曼普洱、养生天

堂”的普洱城市品牌，“融入自然、拥抱健康、体验妙曼”的普洱旅游品牌，着力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产业、打造生态文

化、建设生态走廊、构建生态家园，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新路子， 

  沈培平表示，普洱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是研究民族理论的沃土，普洱各族人民团结和谐是实践民族理论的核心，普洱民族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是创新民族理论的平台。相信本次全国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普洱的成功召开，将有力地促进民族理论与普洱民

族工作实践的有机结合，必将推进普洱民族理论的升华和民族工作的深入，必将加强普洱与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的沟通合作，我们

将以此为契机，充分汲取民族理论的精华，汇集全市的智慧和力量，为深化民族统一团结、繁荣民族文化、加快民族区域发展等

方面进行有力的探索，不断提高民族理论和工作水平，走出普洱民族工作的新路子，努力把普洱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边

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 

  李小平在发言中以自己对民族工作的思考为基础，就如何加快民族区域跨越发展提出了三点体会。一是政策是推动民族地区

发展的最大资源。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政策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资源和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国家通过实行一系列民族地区优惠政策，进一步缩小了民族地区同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正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普洱

市资源环境优势和区位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明显改善，绿色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

生活显著提高，各项事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二是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执行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波尾效应”和“红利现

象”。受政策制定的时代主题、政策管理者、政策受体和政策施行环境的影响，会产生政策的“波尾效应”和“红利现象”，要

确保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共同繁荣进步，和谐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避免政策“波尾效应”，放大政策“红利现象”。近年来，

普洱经济社会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发展基础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最主要的就是

得益于国家扶持民族区域发展政策的“红利现象”。三是思维创新是避免政策“波尾效应”、放大政策“红利现象”的突破口。

近两年来，普洱市结合实际，系统谋划，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实践避免政策“波尾效应”、放大政策“红利现象”的新路子，为

具体实践这一思路，提出了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战略构想，大胆先行先试，真正把普洱建设成全国第一个绿色发展新

区，为云南、全国乃至周边地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探索新的路径、做出新的示范，努力打时间差、打空间差、打改革差，真正收获



国家民族政策红利。 

  会上，其他参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并举行了优秀成果评奖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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