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武市勇毅奋进交出高质量发展亮眼答卷
本报记者 张晓慧 文/图

设施温棚让灵武长枣上市时间提前5个月。

高效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强基补链

看到灵武市奶牛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作为最早入驻白土岗养殖基地的奶牛养
殖户，马兴云心里百感交集。

“10年前，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养十
几头牛特别辛苦。现在 1 个挤奶台一天
可以挤 3500头牛，1台饲喂车每天可以喂
2000头牛。”6月 1日，马兴云告诉记者，如
今他拥有 4家奶牛养殖场，奶牛存栏量超
过2万头。

灵武市立足“黄金奶源带”区位优势，
全面发力打造现代化养殖基地，随着蒙牛
集团百亿集群项目落户，带热了灵武市奶
产业市场，奶牛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目
前，养殖基地入驻奶牛养殖企业 60家，奶
牛存栏 14.14 万头，日产鲜奶近 2000 吨，
每月产值2亿元左右。

2019 年 12 月，灵武市羊绒产业破茧
重生。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原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羊绒纱线

板块，成立宁夏新澳羊绒有限公司。“收购
以后我们进行了产业升级，实现由初加工
向深加工、初级产品向高端产品、松散型
经营向集群发展的转变。”宁夏新澳羊绒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华介绍，2021年，该企
业生产纱线 1576 吨，实现出口产品交货
值2500万美元。

灵武市充分发挥新澳羊绒、舜昌亚麻
等现代纺织产业龙头企业“链主”作用，
加强与宁东基地合作，积极对接高性能芳
纶、氨纶等纺织产业原材料，同时加快
推进 3万锭亚麻湿纺及 4500万米面料印
染、200万件羊绒针织衫等项目建设，打造
多元布局、多链条并行的现代纺织聚
集区。

灵武市充分利用国家“城市矿产”示
范基地优势，加快推动现有产业结构由资
源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由粗放式发
展向绿色高效发展转变，支持引导灵武市

恒业有色金属冶化有限公司与风帆有限
责任公司战略合作、扩能升级，积极促进
宁夏云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0万吨再生
铜综合利用项目、宁夏晨宏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20万吨再生铅资源化利用等项目释
放产能、全面达产。同时大力推动新能源
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宝丰 2000MWp
光伏发电项目、宁夏华电隆基灵武宁东四
期 200MW 光伏复合项目、国能宁东第二
发电有限公司西湖 5.98MWp一期漂浮分
布式光伏项目等 60 个新能源项目建设，
积极引进中环绿电园区、北京五环绿能
风电拆废循环处置综合利用新材料应用
示范工厂等项目，立足宁东基地与吴忠市
太阳山开发区产业协同发展，高标准规划
建设灵武市新型材料产业基地。积极跟
进对接成都美富特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等企业，力促一批新材料项目尽快落地
建设。

羊绒产业破茧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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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3月 8日，这是一个让马冬生无法
忘记的日子。

“接到村里通知，我们要乘坐大巴车从泾
源县搬迁至灵武市郝家桥镇泾灵南北两村。
出发那天，天上下着小雪，6个小时的路程，仿
佛进入了时间隧道，那么长。”泾灵南村党支
部书记马冬生回忆。

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搬进
新房的那一晚，马冬生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

“按照政策，移民群众人均1亩耕地。由于
在老家都是靠天吃饭、靠天种田，对节能灌溉
种植技术完全不懂，第一年村里收成并不好。”
马冬生说。

2013年至 2016年，泾灵南北两村实行土
地流转，所有土地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给大户
及合作社统一种植，群众收取流转费，大部分
群众外出务工，村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

2017年，泾灵南北两村的春天来了。在各
级党委、政府支持下，村里确定建设温棚，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当时报名人数超过 400 人，
可一听说每栋棚除了政府资金补贴，还要交
5 万元时，大家都犹豫不决。”马冬生坦言，当
时村干部纷纷带头交钱建棚，当年南村就
建起了 34 栋全钢架连栋式示范大棚。

2018年，南村建棚群众达到90户；2019年，建设191栋
温棚；2020年，南村又建设设施温棚150栋；2021年，南村成立
了泾灵村农贸市场；2022年，南村共建设设施温棚550栋……

这些重要数字写在马冬生的日记里，记录着生活的
变迁。

“党的移民政策太好了。”马冬生感慨地说，如今泾灵
南北村有学校、卫生室，商业街店铺林立，快递站及各类
电商服务平台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各类服务，
昔日的小山村早已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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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6月，灵武市的千亩泾灵生态田
园小镇里，“莎妃”蜜瓜、番茄、芦笋、吊瓜
等果蔬陆续上市。在这里农户管理果蔬、
游客徜徉农田，构成了一幅别具特色的农
旅融合图。

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和居民旅游需
求的日益增长，也促进了灵武市休闲采摘、
观光体验等乡村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发展。

为了实现乡村美、人民富的目标，崇
兴镇中北村充分挖掘百年桑树林的特色
资源，建设了桑葚观光园区，举办了首届

桑葚文化大集。青石小道阡陌纵横，墙体
彩绘栩栩如生，来往游客穿梭其间，中北村
走出了集种植、采摘、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
代田园经济新路子。

田园变景区，资源变资产。“我们将全
力打造精品旅游景区，重点突出灵州古
城、黄河金岸、生态沙漠、水洞沟 5A 级旅
游景区提升、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
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明长城横
城至花马池（银川段）文化旅游廊道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武市段）、宁夏长城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项目建设，并实施
‘旅游+现代农业’战略，大力发展家庭农
场、休闲农（渔、枣）庄、观光牧场、乡村民
宿等多种形式的休闲农业，培育田园综合
体及特色小镇，打造乡乡有特色、村村有
美景的幸福乡村，合力打响‘唐韵古城·奇
秀灵武’全域旅游品牌。”灵武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灵武市
旅游接待 21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亿元，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让诗和远方“浪漫相约”农旅融合

每天早上 8时，在宁夏新澳羊绒有限
公司车间，查小兵换上干净工作服，给班
组开个小会，大家各自就位开始一天的
工作。

从收入不稳定的打零工者，到每个月
有 7000 元收入的中层管理者，查小兵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感谢
政府对我们这些农民工的培训，我才能像
今天这样掌握一门技术，成为一名产业工
人。”查小兵坦言，因为有稳定收入，这几
年通过努力他把妻儿接到县城生活，还在
灵武市买了新房子。

通过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产业
的模式，不少像查小兵一样的村民变身
产业工人，走上了致富增收的道路，羊绒
企业解决了“招工难”“用工荒”的难题，
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互促共赢。

“原先这片厂房一直闲置，基本没有

利用价值。”东塔镇东塔村党支部书记余
爱民告诉记者，两年前村里把闲置厂房建
成冷库后，外地来收长枣的客商一下子多
了起来，村集体有了收入，老百姓在家门
口打工，收入也成倍增加。目前，东塔镇
辖区有灵武长枣种植面积 13200 亩，有
1260户枣农，每年可解决劳动力 1万多人
次，带动村民增收794万元。

“灵武设施长枣可在 4 月份上市，比
露地的提前 5个月，拉长了灵武长枣的供
应销售链，是目前全国上市最早的设施枣
子。灵武长枣品牌价值已达 19.5亿元。”
灵武市林业果树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
任王贵云介绍，2021年年底，灵武长枣基
地面积达 6.83 万亩，涉及枣农 8000 多户
3 万余人。同时，引进直播带货团队，大力
推广灵武长枣等地理标志产品，与好想你
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食品加工销

售合作协议，在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
350 多个灵武长枣配货中心和直销窗
口，通过直播带货带动长枣销售市场效果
显著。

近年来，灵武市坚持把群众就业增收
作为民生之本，依托现代纺织业、绿色食
品加工业等特色产业，积极搭建企业用工
与群众务工对接平台，组织农村劳动力

“点对点”进厂务工就业，“面对面”提供技
能培训，以产业兴带动百业旺，越来越多
的群众走上了增收致富路。

据了解，灵武市财政支出的 80%以上
用于民生事业，累计投入资金 151 亿元。
外出务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公立医院免
收普通门诊挂号费、校车免费接送、被征
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等暖心惠民措施落
实落地，解决了一大批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

交出民生福祉幸福答卷稳业增收

走进灵武市区，街道干净整洁，店铺
林立；漫步于乡村，满目苍翠，空气清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灵武市
统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等行动，擦亮了天
蓝地绿水美的生态底色。

“去年新班子成员上任后，村里变化
太大了，最明显的就是沟渠里的垃圾不见
了，污浊不堪的水变清澈了。”崇兴镇韩渠

村老党员杨国堂说。
韩渠村村容村貌的变化只是灵武市

城乡变化的一个缩影。该市紧紧围绕能
源、交通、水利、市政和公共事业等重点领
域，建成了多个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
重大项目，交通路网不断优化，城乡基础
设施、市政功能日趋完善，镇村颜值显著
提升。全市建成临河镇等美丽小城镇6个、
杜木桥村等美丽村庄 23 个，改造提升农

村公路 150余公里，实现农村生活环境大
幅改善，农民生活品质全面提升。

灵武市持续推进“北扩西移、南部改
造、东西连接、城市提升”行动，唐韵街区
改造、枣博园提升、古城遗址恢复等市政
工程全部竣工，道路雨污分流改造达
30 公里，城市建成区扩展至 20平方公里，
城镇化率提高到69.6%，入选2021年“全国
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

精心绘就城乡美丽图景建管并重

太阳能板生产车间。

“以创新的思维谋发展，以改革的举措破难题”是灵武市“十三五”以来坚持的实践路径和“制胜法宝”。
回望5年，灵武市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求真务实，坚持苦干实干，把产业发展的主攻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1535”生态经济体系，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正确航向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现代养殖基地强势崛起。

风景怡人的兴唐苑风景怡人的兴唐苑。。

村民变身纺织工人。

● 2021年灵武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39亿元，
年均增长11.3%（现价），人均GDP达到21.7万
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88万元、
1.89万元。连续5年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榜单，跻身“中国工业百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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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基地入驻养殖企业103家，草畜产业产
值达到31亿元。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培育农产品
加工龙头企业44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家。

● 出台工业转型、科技创新、人才强市等多项扶
持政策，兑现各类奖补资金4.47亿元、减税降费
4.7亿元，为民营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担保贷款
15.3亿元，惠及企业（个体户）5900余家。

● 引进各类专家150余名，培育本土优秀人才
2500余名，科技型企业达到86家，财政科技研发投
入年均增长30%以上，跻身“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

● 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186 个，实际到位资金
419亿元，2021年位居“全国中小城市投资潜力
百强县（市）”第32位。

●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5.3亿元，建成扶贫项目
256个，实现“5个100%”。14个贫困村全部脱
贫出列，2580户 1084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退出。

● 累计投入生态保护修复资金20.58亿元，植
树造林17.1万亩，生态治理35.6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20.7%，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0%。

● 培育小微企业71家，城镇新增就业2.4万人
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2万人次，2021年城
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

● 累计发放社会救助资金 3.38 亿元，救助
8.37 万人次。新建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85个、文化大舞台46个。

● 134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200万平方米住
房供暖“分散改集中”，惠及6.5万群众。

新发展新变化
百姓说

说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