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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开绿色发展转型发展新画卷
本报记者 朱立杨

大武口区

时空坐标上，始终清晰的是
改革者的足迹。

时序轮替中，依旧不变的是
奋斗者的身姿。

过去 5年，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获得了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
城市等一批“国字号”荣誉，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
林城市和森林城市，交出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5 年来，大武口区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转型发展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综合实力稳步提
升，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生态治理
成效明显，民主法治深入推进，民
生福祉显著改善，党的建设不断
加强。大武口区委团结带领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鼓
足发展中“转”的劲头，增强变局
中“争”的意识，激发竞争中“进”
的决心，以人一我十的不懈拼搏
实现新突破，以舍我其谁的历史
担当推动新发展。

翻开大武口区“十四五”开局的发
展答卷，一组数据振奋人心：

2021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18.98
亿元，同比增长 5.5%，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2022年 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7.9%，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数据之变，彰显着发展理念之变，
也折射出发展路径之变。

作为国家“一五”时期布局建设的
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和“三线建设”
的重要布局点，身处贺兰山怀抱中的
大武口区曾在“资源诅咒”的怪圈里踟
蹰不前——长期形成的资源依赖型经
济发展方式影响发展节奏，结构失衡、
经济疲软、生态破坏等因素叠加，一度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大规模
粗放式开采，也给贺兰山造成巨大扰
动和破坏，让“父亲山”难以安宁。

如何走出路径依赖的“死胡同”，
跳出产业结构单一的“死循环”？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
时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
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
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

格局，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要
加强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监
督检查，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举一纲而万目张。
以生态破题、以创新点题，大武口

区奋力谱写绿色发展、转型发展新
篇章。

坚持生态优先，该区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夯
实绿色发展生态底色，持续深入推进
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关闭退出
涉煤企业 129家，清理整治“散乱污”企
业 98家，退出煤炭产能 826万吨，涉煤
产业占工业产值比重由 2016 年的
47.8%下降到2021年的14.5%。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先后实施生
态修复项目 80余个，新增绿化面积 1.8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69%，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提高到 41.97%，建成区
绿地率达到 38.75%，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达到20.83平方米，居自治区前列。

厚植笃行 不断拭亮绿色发展底色

今年 4月起，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
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影视剧拍摄剧组。

惊喜的外地朋友把这个风景独特
又略带神秘感的打卡地拍下来传到网
上，一时间引起了众多网红的追捧。

“这两年，大武口区突出石炭井工
业遗址特色，保护与开发并重，实现了
工业遗存再利用。”大武口区相关负责
人说，抓住历史机遇的石炭井摇身一
变，成了影视界有口皆碑的新地标，已
经有《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槐
秋》等3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取景拍摄。

一部石炭井“变形记”，堪称大武口
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鲜明注脚——去年，
大武口区文化旅游产业成绩不俗，接待
游客达到428.9万次，实现旅游收入1.4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01%、10.31%。

“我们加快发展生态工业文化旅
游等新经济新业态，推进文旅与生态
深度融合，全力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

‘两山’理论实践之路，做出了老工业
城市发展生态旅游的示范引领。”大武
口区委主要负责人说。

在变革的关键节点，谁把握了发
展大势，谁将赢得未来。

面对产业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
大武口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攻城拔
寨的拼劲，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高
质量发展，持续利用好辖区资源禀赋、
特色优势，不断探索创新发展路径。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大武
口区发展的根基和支柱。大武口区喜新
不厌旧，拉动两个“引擎”一起发力：一边
加快推进结构、绿色、技术、智能“四大改
造”，优化传统工业结构，让“老树发新
枝”；一边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装
备、新数字、新食品等“六新”产业，逐步
释放创新活力，让“新树结硕果”。

通过推动辖区企业“设备换芯、生

产换线、机器换人”，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和创新驱动，主动适应“双碳”“双
控”目标要求，实行水、电、能耗、土地
等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坚决淘汰退
出一批低效、低端、高耗能项目。

2021 年，大武口区规上工业能耗
同比下降 3.1%，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下降 7%，以占全市 10.7%的能耗完成
全市 35.5%的 GDP，绿色转型成效显
著，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实现工业
质量效益双提升。

今年，大武口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自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分别
达到 33 家和 120 家以上，R&D 经费投
入强度达 2.68%，形成大企业强劲引
领、中小企业活力迸发的发展态势，实
现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国家级高新园区年年进
位、年年优秀。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也
重塑着大武口区的产业空间布局。

放眼大武口区，现代设施农业拔
地而起，绿色食品等特色产业方兴未
艾，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已成燎
原之势。

发挥毗邻城区的近郊优势，大武
口区特色农业围绕打造城市“菜篮
子”、百姓“饭桌子”、休闲“果园子”、观
光“后院子”谋划布局，逐渐形成了大
武口凉皮、大窑饮品、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富慧翔鱼子酱、德希恩螺旋藻等一
批特色品牌。枸杞、果蔬、水产、葡萄
酒、菌菇等优势特色产业规模持续扩
大、效益不断提升，实现就近就业 9974
人，有力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

数据显示：大武口区 2016 年第三
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21年三次产
业结构比为 0.97:49.12:49.91，实现了由
工业“一枝独秀”到“双轮驱动”的转变。

破立并举 持续拓宽创新发展路径

6 月 6 日，走进大武口
区星海镇隆惠村新建的有
机蔬菜大棚，棚内外仿佛
是两个世界。

棚外，一片不毛之地
泛出白碱；棚内，翠绿的藤
蔓上挂着红彤彤的果实，
一派生机盎然。

仔细看，大棚的地面
还有一些正在蠕动的小
东西。

“这些都是精选的良
种蚯蚓，它们以大棚种植
的尾菜为食，在地下钻洞、
疏松土壤，让水分和肥料
易于进入土壤。而且蚯蚓
的粪便是高效有机肥，还
田后能促进果蔬生长。”隆
惠村党支部书记朱兵兵翻
动地上的基床，更多蚯蚓
探出身子，“我们把养殖、
盐碱地改良和有机农作物
种植结合，形成动物、植
物、微生物共存的生态，形
成了立体有机的绿色农业
发展链条。”

随着朱兵兵再往大棚
深处走，棚里具有科技含
量的细节一一跃然眼前：
外置式秸秆反应堆、高垄
栽培、降解膜、小型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正是这些新型种植技术让
大棚保持活力。

隆惠村大量土地是深度盐碱地。“之前别
说搭温棚，地里放块砖半年都被‘咬’成灰。”
在棚里忙活的隆惠村村民谢文婷感叹，“在推
广大武口区盐碱地高效利用技术体系之前，
脚下这片地一直是春夏碱茫茫、风吹白土扬，
我在村里土生土长，之前从没见过盐碱地里
能长蔬菜。”

2021年，大武口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指
导隆惠村村民立足客土沙培技术搭建了10栋大
棚，并对多栋闲置大棚进行改造。有了技术“呵
护”，大棚墙体不因盐碱和水的侵蚀快速老化，使
用寿命达到正常地块大棚的水平。今年，大棚里
的蔬菜和菌类等喜获丰收，为村集体增收16万元。

土壤的问题还是要想办法在土壤里“做
文章”。

“大武口区有6万亩耕地，3万亩是中重度盐
碱地。如何唤醒这笔‘沉睡’的宝贵财富，用好重
要的潜在耕地资源，成了我们努力的主要方向之
一。”大武口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赵金霞说，在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支持和帮助
下，大武口区探索出环环相扣的盐碱地治理十大
技术和近十项辅助技术，盘活存量、合理挖潜，让

“白花花”变得“绿油油”，一批盐碱地重现生机。
“目前，隆惠村香菇种植产业蓬勃发展，我

们相时而动，探索将盐碱地治理等技术与香菇
种植相结合，把菇渣等农业废弃有机质腐熟后
养殖蚯蚓，延长有机蔬菜栽培的链条，让隆惠
村各项特色产业联动起来，形成生态、环保、有
机的大循环。”赵金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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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映照初心。
坚持以人为本，大武口区

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新建和改造提升北
武当河生态公园、青山公园等
14个公共空间，建设小微公园
10 个，新建改造城乡道路
131.5 公里，硬化巷道 120 公
里，铺设管网 61 公里，改造卫
生厕所7200座，行政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80%以
上，居民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常态化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让“办就
办好、马上就办”成为解决好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新常态，
将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事
业，完成190个片区460万平方
米棚户区、老旧小区及“三供一
业”改造，惠及群众13.5万人。

——全面实现学前教育
“5080”目标，通过国家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自治区“互联网+
教育”示范区验收，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走在自治区前列。

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大武口区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2021年，
培育各类市场主体4111家，同
比 增 长 6.72% ，总 数 达 到
28975户；城镇新增就业 5375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6095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40888元，同比增长 6.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317元，
同比增长 9.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
缩小。

从“满面尘灰烟火色”到山清水秀美
如画，持续的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令昔
日煤城大武口浴火重生。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到大武口区创业就业、居住求学，共
同描绘宜业宜居宜游宜学的美丽画卷。
大武口人也真切地感受到，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过往可鉴，未来可期。大武口区站
上新起点，锚定新目标，奋进新征程，以
只争朝夕、真抓实干的昂扬姿态，绘就绿
色发展、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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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及“三供一业”改造稳步推进，群众乐享
新生活。

大武口区坚持生态优先，贺兰山大磴沟生态治理呈现新面貌。
（本版图片均由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宣传部提供）

发展生态工业文化旅游，全力创建国家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

宜业宜居宜游宜学美丽大武口宜业宜居宜游宜学美丽大武口。。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打造石嘴山数字
经济产业园。

新发展新变化
百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