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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塘万亩西瓜产业带贾塘万亩西瓜产业带。。

两侧梯田绿意盎然，山谷中数万座日光
温棚整齐划一，在阳光反射下熠熠生辉。5月
的海原县贾塘乡，宛如一个“聚宝盆”。

67岁的柯凤英从包装箱里拿出一板辣椒
苗，在地上的大盆里浸水之后，码放到旁边
的农用车上，动作娴熟。“干了 20多天，每天
120元，已经挣了快 3000元了。”柯凤英务工
的辣椒基地离家只有几百米，对于在家门口
打工挣钱，她相当满意：“现在家门口打工，一
天一结账。”

5月 30日，在海原县贾塘乡 5000亩辣椒
种植基地内，务工的四五百名当地群众正在
栽植辣椒。务工群众两人一组，一个提起上
部呈圆筒状、底端是圆锥形的栽苗机，插入地
里约 10厘米，另一个将一株辣椒苗从顶端放
入栽苗机，苗子顺着筒壁向下滑入土里。撤
走栽苗机的同时，四周的土埋好了辣椒苗的
根部，一株辣椒就种好了，用时约3秒。

务工群众们有说有笑干着活，与蓝天白云映
衬下的青山、梯田、民居，构成一幅乡村振兴画。

“我们实行产业联企带农机制，把 4500
亩土地流转给普天瑞农农业有限公司种植辣
椒，群众拿到了近百万元流转费，公司还额外
支持 9.9万元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贾
塘村党支部书记马俊山说，把土地流转出去，
不能光看着别人赚钱，乡亲们也要跟着增收
才行。“流转时我们和农业公司约定，必须优
先使用本村的劳动力。”

“有了务工渠道，还要把务工人员组织
好、管理好才能长久合作下去。”土地流转后，
贾塘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由党支部书记
马俊山担当劳务经纪人，组织、带动老百姓到
种植基地务工，并由村监会委员田增荣带队
管理。田增荣说：“我们经常教育引导务工群
众，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打出诚信务工品牌。”

在村上的引导下，诚信务工的贾塘村群
众深受种植企业欢迎。据统计，目前辣椒基
地每天有400多名群众在务工，每人每天120元，

5月份的劳务收入达到150万元以上。
在后塘村的西瓜温棚里，村民吕生莲熟

练地栽植西瓜苗。她表示，“务工的温棚离家
近，中午还能回去给娃做饭，挣钱顾家两不误。”

后塘村党支部书记田术兵对今年的产业
发展充满信心：“西瓜基地流转了我们4000亩
地，另有 800 亩种辣椒。此外在企业联农带
农的助推下，村里建了 150 座大棚，由种植
企业为农户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和订单销售。
群众没有销售压力，还学到了种植技术。”

村民罗彦花干活的地方，离家仅200米，今年
在西瓜种植基地务工以来，收入已有7000多元。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后塘村成立了以
村党支部书记为劳务经纪人的服务体系，带领
群众从3月平田整地开始，栽苗、锄草、养护、采
摘等，一直忙到9月底，收入相对比较稳定。

“每天有 200至 400人在地里干活，半年
下来群众劳务收入达到 974 万元。”田术兵
说，“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视察时指
出，希望村党支部增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凝聚群众、造福群众功能，激励和帮助群众更
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地克服困难，实现致富
梦想。总书记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基层党支部
必须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总书记对农村‘领头
雁’的期待，让更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今年我们乡党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建
成万亩西瓜和 5000 亩辣椒现代农业种植基
地，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群众增收致富的主战场。”
贾塘乡乡长王建勋介绍，该乡开辟“党建+联企
带农”乡村发展新路径，9个村党支部书记担当
劳务经纪人，开展劳务联农、技术带农、服务助
农。今年预计劳务收入约3000万元，使群众灵
活就业、在家门口务工，有效增加了收入。

致富路上“火车头”
本报记者 王文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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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拓宽藤架
空间，才能让植株吸
收更多阳光，提高产
量和品质。”连日来，
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副高级
林业工程师董林霞往
返奔波于甘城子、树新
林场、鸽子山片区等
地，为种植户进行现场
技术指导，大力推进

酿酒葡萄提质增效项目。“经过老藤压埋、嫩枝压条、增加
叶幕量等技术改造后，酿酒葡萄亩均产量达到500公斤。”她说。

在盛家墩园区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建设现场，董林霞深
入施工现场，对接今年新建 1万亩酿酒葡萄基地建设推进
情况。“从项目规划、招标实施到招商引资落地，由我全程
跟踪负责，压力大的同时，动力也增强了。”董林霞说，见证
了青铜峡市酿酒葡萄从 2008 年的 1 万余亩增至现在的
14 万亩，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感觉浑身都是干劲。在她
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青铜峡产区的优质酿酒葡萄园达到每
亩700公斤，亩均增加收入1400元左右。

“‘十四五’期间，青铜峡市以‘一镇百庄五产区’建设为抓
手，以‘一廊一体一带’产旅融合发展为格局，不断拓展葡萄酒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董林霞说，希望引进更先进的
栽培技术，提高酿酒葡萄的机械化作业率，在采摘、修剪、收果
等环节更加节省劳动力，让贺兰山东麓紫色产业更可持续。

“虽然每年都组织酒庄外出进行品牌推介、参加展会
等，但是限于酒庄的实力，宣介力度还是偏弱一点。”董林
霞建议，加大“青铜峡产区”区域品牌宣传力度，鼓励企业
推广品牌，让青铜峡的优质葡萄酒更有影响力。

董林霞：

扎根基层书写紫色传奇
本报记者 蒲利宏 文/图

“你的地里覆膜
标准不高，要尽快用
土把膜压实，这样才
能保证枸杞树保墒
效果。近期，要多注
意修剪发芽的枸杞
树，让它有个舒适生
长环境。”5 月 25日，
在中宁县白马乡白马
村吴家梁枸杞种植基
地，刘娟一边查看枸

杞树的长势，一边对枸杞种植大户王建华说。
刘娟是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在农技

推广第一线奋战了 20多年。1996年，她开始研究温室瓜
菜种植技术，成功设计、推广中宁县第二代日光温室建造
技术。2000年，为解决育苗基质贵、成本高问题，她多次对
比试验，成功探索出“腐熟猪粪+粉碎二铵+腐殖质”的配比
育苗基质，为菜农降低30%的育苗成本。2008年至2010年，
她每年为移民群众培育 100万株优质瓜菜种苗，引进20余
种新瓜菜品种，推广7项以上高效综合配套技术。

2014年，刘娟到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
她根据自己的瓜菜种植经验，创建技能人才工作室，依托
宁夏农科院植保所，在中宁完成 253个枸杞病虫害监测点
布局。每周定点预报病虫害，每年发布 10次枸杞植保情
报，为种植户减少病虫害损失达1000万元。

近期，刘娟针对“枸杞上山”之后成活率不高的问题，起
草制定了应对方案和措施。与此同时，她还为中宁县高新
产业枸杞示范园区建设、申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以及
联系企业开展鲜果订单式收购计划等不停地奔走。

刘娟：

用科技解锁茨农致富密码
本报记者 杨志挺 见习记者 姬 禹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5 月 24 日，记者
从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获悉，我区持
续完善工伤医疗政策体系和经办规程，探索
推行院端窗口线上即时结算，实现省域内工
伤保险医疗费同城化结算，切实解决职工工
伤保险医疗费报销时间长、跑路多、资金垫付
压力大等问题。

2019年，我区优化完善工伤保险政策体
系和经办规程，积极推行医院端线上即时结
算。2020年，启动全区范围内工伤保险医疗

费同城化结算，建立了“全区联网互认、工伤
信息共享、费用补助秒付、资金集中清算、全
程智能监控”的工伤保险医疗就医结算新模
式，工伤职工出院时治疗费用直接由医院进
行网上即时结算，工伤职工只需支付属于个
人自付费用，彻底解决了以往先就医后报销、
在社保机构和医院间来回“跑腿”和医疗费用
自己先行垫付的资金压力等问题，省心省时
又省力。

为实现工伤保险医疗费即时结算顺畅运

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社
保局会同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财政厅等部
门制定印发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和就医管理办
法，明确了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及标
准、区内异地就医业务流程、办理时限和资金
清算程序，整合数据资源，实现了工伤认定、
鉴定、医疗结算、清算和智能监控全程信息化
闭环管理，避免了多头结算，缩短了结算周
期。全区各级社保经办机构通过信息共享，
精简证明材料及事项 19项，大大提升了经办

效率。
目前，我区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全区

互认，工伤职工跨市、县（区）住院无需办理转
诊转院手续，不出县即可办理转区外治疗手
续，旧伤复发无需再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确
认手续。

据悉，自 2019年 11月推行即时结算至今
年 4 月底，全区工伤保险即时结算住院累计
1.36万人次，基金累计支付 1.1亿元；结算门
诊累计2.9万人次，基金累计支付731.7万元。

即时结算住院1.36万人次 基金累计支付1.1亿元

宁夏实现省域内工伤保险医疗费同城化即时结算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废止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合同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合同条例》的决定

（2022年6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了《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2022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会议同意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2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6月2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22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2年6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买彦州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命名单

（2022年6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张生君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杨烨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郭晓赟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李 妍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兰东兴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第一庭副庭长。
免去：
孟晓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陶爱珍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2年6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批准免去：
赵红香的中卫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任命：
赵红香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
马晶晶、刘 夏、刘晓晔、贠莉叶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门燕宏的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免职和任免名单

（2022年6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合同条例〉
的决定》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6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6月2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4号

买 彦 州 ，
男，回族，1968年
10 月 出 生 ，大
学，工程硕士，
中共党员，自治
区 党 委 常 委 ，
自治区人民政
府副主席、党组
成员。

买彦州同志简历

董林霞（右一）与工作人员对
葡萄种植基地进行核查。

刘娟（左一）在修改项目申报材料。

6月 2日，自治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公
布了几起因躲避疫情防控卡口检查、故意隐
瞒行程而被依法处罚的案件，提醒公众要积
极配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主动出示健康码、
行程码等，主动接受个人疫情防控信息核验，
莫抱侥幸心理、造成严重后果，共同用行动守
护宁夏安康。

今年 3 月以来，我区公安机关已查处多
起躲避疫情防控卡口检查、故意隐瞒行程等
涉疫案件。

案例一：刘某通过贺兰县高速公路防疫
检查站时，通过向检查人员提供其未到过风
险地区的手机号码，隐瞒其到过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的行程，工作人员发现后报警。公安
机关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二：李某驾驶挂车从外地回到宁夏，

通过金积高速公路路口疫情防控卡点时，为
隐瞒自己去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事实，使
用其妻子王某某的行程码冒充自己的行程码
交工作人员查验，被工作人员当场发现。公
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三：马某某驾驶轿车从区外至银川
东收费站下高速公路时，因害怕被核查出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轨迹，使用其妻
子李某某的行程轨迹隐瞒行程逃避检查，
后被执勤民警查获。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
行政处罚。

自治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自觉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是
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隐瞒行程等行为给社
会面的疫情防控带来新风险，要守好防控疫
情的“底线”，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

自治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

谎报瞒报行程涉及违法“禁区”莫闯
本报记者 周一青 朱立杨

本报讯（记者 尚陵彬）6月 2日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

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尚成主持并监誓。
白尚成说，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作宣誓，这是对宪法、
对人民、对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希望两名同志始终牢记誓
言，恪守宪法原则，忠诚依法履职，奋发有为、廉洁奉公，自觉接
受人民监督，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
新宁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领导赵永清、姚爱兴、董玲、杨玉经、沈凡、沈左权、
时侠联见证宣誓。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本报讯（记者 尚陵彬）6月 2日，自治区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2022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根据方案，新增政府债务外贷 8.86亿元，
全部转贷给银川市，用于支持银川市绿色交
通一体化项目。新增专项债务 8亿元，安排
自治区本级 6亿元，用于清水河流域城乡供
水工程、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等重
大水利建设和自治区人民医院重大疫情救治
基地项目；安排市县 2亿元，用于中卫热电铁
路专用线建设和红寺堡区棚户区改造。由
此，将 2022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全口
径收入由 1359.6亿元调整为 1368.46亿元，支
出相应由 1359.6 亿元调整为 1368.46 亿元；
2022 年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口径
收入由 55.5亿元调整为 63.5亿元，支出相应

由55.5亿元调整为63.5亿元。
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自治

区人民政府提出的《2022年自治区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符合预算法和国家相关法规规定，
债券资金的安排符合国务院规定的使用方
向，符合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决策部
署，对市县的债券额度安排统筹考虑了财政
承受能力、项目准备及合规性、债务偿还及风
险化解等情况。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自治
区人民政府要做好债券发行工作，并及时将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下达到相关市县；要加强
绩效管理，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益；要明确债
券资金主体责任，强化法定预算约束，严控债
务风险。

自 治 区 人 大 常 委 会 批 准
2022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本报讯（记者 王玉平）5月 26日，六盘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蒙旺平等职工巡
山时发现一株野生羊肚菌。羊肚菌是一种珍
稀菌草，而六盘山野生羊肚菌更为珍稀，堪比
菌草中的金钱豹。

宁夏六盘山野生羊肚菌驯化栽培技术研
究项目负责人乐文闻讯后，第一时间与发现
者取得联系。“野生羊肚菌的发现，更进一步
证实了以泾源县、隆德县为代表的六盘山周
边地区有适宜人工种植羊肚菌的优良气候、
土壤环境，在全国实属‘得天独厚中的得天独
厚’。”乐文说。

宁夏六盘山野生羊肚菌驯化栽培技术研
究项目，利用六盘山的独特气候环境，进行野
生羊肚菌驯化培育，培育出适宜宁夏当地的
优质羊肚菌种源。项目内容包括开展六盘山
野生羊肚菌资源收集与普查工作；从六盘山

野生羊肚菌种质资源中驯化、菌株分离及培
养研究，通过初筛、复筛等连续驯化脱毒提纯
栽培试验筛选出性状稳定的菌株；采用“公
司+合作社+种植户”等模式，输出种源和技
术服务，在固原市一区四县积极推进羊肚菌
商业化栽培试验和规模化高产种植，促成多
区域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2020年 10月，福建省厦门市产业技术研
究院高级工程师乐文被选派到固原市开展对
口支援工作，带领宁南高原食用菌产业协会
专家团队，连续两年实施厦门市东西部科技
协作羊肚菌科研项目，在固原市四县一区取
得阶段性成果，取得了宁夏冷棚反季节羊肚
菌首种成功等食用菌产业领域科技创新重大
突破。目前，正加快注册商标，为固原市今年

“秋冬五百亩反季节羊肚菌战役”的顺利实施
打基础。

六盘山发现野生羊肚菌
为固原发展野生羊肚菌产业提供种质资源

（紧接第一版）建设银川市优秀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给予10万元
—50万元奖励支持；支持企业开展急需紧缺工种技能人才“短
平快”式培养，最高给予 30万元培养经费补助。为“中国新硅
都”等重大产业布局量身定制人才政策，在“两都四基地”等重
点产业领域建设“人才小高地”，每个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

推进银川-宁东人才一体化发展。专业对口的全日制“双
一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急需紧缺人才可免试直接考核录
用，录用的科研人才可“带编入企”开展科技研发并合理取酬。
对引进的高精尖缺人才子女全力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入学保障，引进的高精尖缺人才配偶，按照对等原则协调解决
就业，未就业的享受每人每年2万元补贴，最长补贴3年。

银川出台人才兴市30条引“凤”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