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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演变：正在由一个传统的
、封闭的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开放的城市化的现代社会。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是一场占世界人口1／5强的13亿人民的进步运动，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还
在进一步发展变化之中，影响及于世界，她是20世纪后期世界发生的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大事之一
。
　　伟大的变革，一定会有科学的总结。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场大变革，应该做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她是怎样发生的？
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经历了哪些中间环节和中间过程？
有哪些基本经验？
有哪些要吸取的教训？
未来将怎样演变和发展？
还有哪些重大问题要解决等。
所有这些，不仅是中国人民普遍关注的大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大问题。
这样的总结，当然首先应该由当代中国人自己来做，因为这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有亲身的经历
和亲身的体会。
　　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影响广大而深远，会有各种各样的总结。
既有当代人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不同的要求、视角的总结，也会有后代人的各种总结。
中国人有总结历史的好传统，“温故而知新”是我们的格言。
所以，后代人的总结，虽然可能比较简约，但常会有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佳作，给人以新的启迪和
警示。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还在继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大变迁还在继续。
原有的社会矛盾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新的社会矛盾产生了或正在产生，中国的新的历史长卷正在按
照规律一步一步地展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人们对中国这场巨变已经做了很多总结，有的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则是
浮光掠影地描述或者只是个人的臆测和猜想，这是难免的。
因为变革本身还在演变之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加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变革的真正原因、重
大改革和重大事件的决策真相，还没有公示。
所以，真实、全面深刻的总结还要有待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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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花映遵义》是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的重要研究成
果之一，是1993年出版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遵义卷》的接续篇。
它研究了撤市设区以来红花岗区20年建设“环境优美、经济繁荣、活力进发、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城
区的过程。
作为一部研究西部地区中心城区发展的资料性、研究性相结合的学术专著，本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学术价值和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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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 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和谐红花岗建设稳步推进　　自1997年撤市设区以来，红花岗区教育事业
优先发展，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学前教育普及率达到89％，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达到63.7 ％，三年中考升学率均
为全市第一。
“两基”迎国检工作稳步推进，中小学危改、薄改、寄宿制学校建设完成7所，新建桃溪学校已投入
使用，东城高中、凉水小学已启动建设。
采取资金支持、提供校址等方式扶持遵义市职业高级中学、重美职校等改善办学条件。
民办中小学新增39所，对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建立。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先进实用技术应用，成立红花岗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有了新的突破，贵州百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获“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百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中心顺利通过了省级认定。
科技创新服务、投入体系初步建立，两年来专利申请量为171件、专利授权量为123件，科技成果转化
数达77项；科技研发投入总值逐年提高，占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已实施完成10个科技项目
。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区、镇（街）、村（社区）科普组织网络基本建立。
依托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资源，成立了“红花岗区农业信息中心”。
区电子政务网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建成区委、区政府内部网络构架，区级视频会议系统投入使用。
2008年获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区优秀单位称号。
　　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成效。
拥有种植、养殖、建筑等乡土人才1241名，举办科级领导干部轮训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组工干部
、妇女干部、农村干部培训班等各类培训班12期932人次；区每年投入不少于100万元的人才培训经费
，开展公务员、计算机、电子政务等培训达8千余人次；实施高级人才津贴考核奖励，两年来兑现金
额271.8 万元，获奖人数达613人；实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方案，使继续教育成为各类人才的终身
教育，党政、企管、专业技术“三支队伍”全面加强。
每年举办一期人才交流会暨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做好人事代理工作。
　　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完成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和红花岗剧院等的改造。
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启动，海龙薅秧歌、文琴戏、通草堆画、廖氏化风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
举办贵州省首届独竹漂大赛、“农民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周”等活动；全民健身网点27个，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为总人口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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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花映遵义（附CD-ROM光盘1张）》是1993年完成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遵义卷》
的延续，书中主要研究红花岗区近20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问题
，并且尝试着从多层次多角度探讨我国最贫穷省份的发达地区—遵义市中心城区发展变化的内在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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