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5年，是同心县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5年。
5年来，同心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持续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实现了“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年，同心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21.6亿元，同比增长 8.5%；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1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 1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59亿元，增长 3.5%；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6亿元，增长 8.2%；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 134.95 亿元，贷款余额 136.49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37 元，增长
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56元，增长11.6%。

2021年，河西镇旱天岭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533元，
成了同心县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10年前，村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2000元，是全
县有名的“后进村”。

2014年，旱天岭村全村只有 6头牛。在上级党委、政
府和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村集体分三期建设占地 230亩的
肉牛养殖园区，把肉牛滚动发展到3800多头。

村集体养牛，旱天岭村走的是“党支部+致富带头人+集
体经济组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路子，由村党支部书记
丁建华担任法定代表人，全体村民成为股民。

2019年秋，村集体组织分红，一次就拿出 105万元，
惠及全村 3000多名村民，为整村脱贫出列贡献了一份“牛
力量”。

眼下，旱天岭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上持续发力，努力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同心县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短
板弱项，整合资金 90.7亿元，实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生态建设四大类674个项目。
大力实施移民工程，8.3万人搬出了大山；改造 2.1万

套危窑危房，解决了 8.9万户的住房安全问题；实施 12处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2645公
里，改造危桥 74座，行政村通硬化路、客车通达率均达到
100%；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零失学、零辍学；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服务，困难群众住院费用个人自付比例降至
6.6%；技能型劳动力由13%提高到40%以上。

旱天岭、圆枣村集体经济效益不断显现，村民变股
民，喜领分红 193万元。20支攻坚队奋战一线，142个驻
村工作队苦干实干，闽宁协作谱写山海情深，中核集团鼎
力支持，区市单位真帮实扶，汇聚起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同心县扶贫办、下马关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丁
建华、丁海燕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全县累计减贫 22294户 84829人，89个贫困村全部摘
帽退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生产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余小河是位“90后”，家里养了 400多只羊，论规模是
预旺镇陈石塘村的“领头羊”。

4 年前，余小河还是个门外汉。他靠村上担保贷款
10万元，购进100只羊，边养边学，终于有了今天的规模。

“一年能赚近 10万元，这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余小
河说，看来自己返乡创业的路子是走对了。

余小河成了村上的致富带头人后，还带领其他乡亲
养羊，一心一意发“羊财”。

同心县抓住特色产业发展“牛鼻子”，久久为功。
农业上，草畜产业“老树发新芽”，牛羊饲养量分别达

到 25万头、230万只；枸杞、圆枣、中药材等特色产业“老
树开新花”，种植面积分别达到 5万亩、8万亩、4.5万亩；酿
酒葡萄、文冠果等特色产业“无中生有”，种植面积分别达
到 2.5万亩、36.2万亩，农牧业总产值达到 34.3亿元。同

心县被评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现
代农业（枸杞）科技示范展示区，银柴胡种植基地入选“全
国特色中药材种植基地”。

工业上，形成“一园三区”发展格局，确立农副产品加
工、精细化工、羊绒纺织、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入园企业
达到 8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56家，工业总产值、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17.3%，工业经济成为支撑县域
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服务业上，建成旅游集散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馆，打造了黄谷川冰雪旅游等品牌，红军西征纪念园获评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金融机构达到 30家，存贷款余额连
续 4年双过百亿元，4次荣获自治区金融环境创建奖。电
商销售额 3.2亿元，同比增长 14%，第三产业由传统业态
向现代新型业态加快转变。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不少人“打卡”同心湿地公
园。这里有小桥流水、石径凉亭、黄花绿植，半人高的黄
菖蒲连绵成片，更兼鱼儿和野鸭的身影，惬意极了。

一些游人得知，湿地公园美景赖以维持的这股碧水，
前身是臭不可闻的生活污水，一个个都很吃惊。

同心县人工湿地及清水河生态修复项目占地 250亩，
位于同心县新区污水处理厂东北侧、清水河南侧。该项
目利用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对污水进行深度降解和净化，

“化腐朽为神奇”，成就了美不胜收的湿地公园，也呵护了
一旁的清水河。

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同心县扎实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为美丽宜居城乡建设厚植底色。

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成营造林 45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11.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5%。实
施清水河县城段生态修复项目，建成森林公园、人民公园
等绿地，城市绿化率由14%提高到35.1%。

完成棚户区改造 1.45 万户，新建、改扩建市政道路
32 条，形成“六纵六横六桥”城市路网架构；县城规划区达
到 39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由 37.2%提高到 50.1%，成功创
建自治区文明城市、园林城市、卫生城市。

城市建成区 2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清零，县城楼房实
现集中供热全覆盖，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5%以上。

高标准打造 46个美丽村庄，深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改造户厕1.48万户。

完成 23条河湖沟道整治和小洪沟水源地保护区、农
村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清水河、豫海湖水质全部达标。

夏日艳阳高照，河西镇同德村整村都闪闪发亮，引人
瞩目。原来，这个村上马了屋顶式光伏项目，988 户居
民的房顶上架设着一块块光伏板，他们每年可以拿到
49.4万元的光伏补助。

同德村村部也安装了屋顶光伏，解决了照明问题。村部广
场上还有6套光伏座椅，上面的光伏板既能发电又能遮阴，
下面有座椅歇脚，中间的立柱有手机充电功能，十分便民。

同心县把人民福祉作为奋斗目标，将“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建成占地 1平方公里、学前教育到职业教育全覆盖的
教育园区，改扩建 124所中小学校，新建 61所幼儿园。高
标准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评估和自治区普高
验收，被评为全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优秀县、全国营养改

善计划工作先进县、2020年中国公平教育百佳县市，蝉联
全国阳光校餐示范县。

建成县医院新院区，扩建中医院，迁建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提升11家乡镇卫生院医疗设施水平。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0.4 万人次，城镇新增就业
1.04万人。累计发放社会救助资金 12.4亿元、小额信贷
46亿元，农业保险、农房保险理赔2.2亿元。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申报非遗 31项、
非遗传承人 44人，马占祥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微电影《同心》等 4部作品获得国家级奖
项。“三馆一中心”建成投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
盖，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民政工作先进
县、双拥模范县称号。

社会治理稳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建成。

告别贫困 打赢一场攻坚战

产业富民 走上一条康庄路

生态改善 拥有一个美家园

惠泽民生 获得一种幸福感

重大项目开工现场。

蘑菇棚里种出幸福生活。

农户收获有机枸杞。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本版图片均由同心县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均由同心县委宣传部提供））

窖坑子村：

产业不寻常 乡亲致富忙
讲述人：下马关镇窖坑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吴文平

这些年，村里的芦笋很红火。眼下，下马关镇上就住了
不少从山东、广东来的客商。他们提前几天就在镇上“蹲
守”，就是看着咱村芦笋抢手，生怕被同行抢了先。

种芦笋，我们村走的是党建引领的路子。2017年，村集
体流转了 2000亩土地，从外地引进企业，种上当时还很稀罕
的芦笋。

同心旱塬上种芦笋，还是头一回，却种得比山东原产地
都要好。为啥？咱们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又少。
去年1亩芦笋卖到1万多元。

今年3月底，村里的芦笋进入采摘期，1公斤的批发价就有
16元，价钱比往年都高。今年，村上还盖了两座温棚，种出的芦
笋没有空心和歪头的，成品率特别高，采摘期还延长了两个月。

乡亲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除了能有一份土地流转收
入外，还能就近务工。拓小兰年过半百，干活还麻利得很，她
在田里锄草、上肥、割笋，还到加工车间包装芦笋，啥活儿都
干，每个月能挣4500元。

最近，每天都有500多人到芦笋基地务工，不光是咱们窖坑
子村，还有附近6个村的村民，每天企业要开四五万元的工资咧。

发展产业，我们村不走寻常路，追求的是“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马铃薯也是这样。

我们村种的这 5000 亩马铃薯可不一般，出口国外做薯
条、薯片。产量还高，一亩地能产4吨。

光芦笋和马铃薯这两项产业，每年就能给乡亲们创收
524.6万元，里面有土地流转费，更多的还是打工收入。

今年，村集体还建起一座养殖场，购进 216只纯种滩羊，
都是些基础母羊，以后要扩展到三四百只的规模。

这些纯种“羊妈妈”到位后，咱们就有了扩群“本钱”。等
繁育出地道滩羊来，准能卖个好价钱。

去年，窖子坑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万元，其中特色
产业收入占大头。

今年，在咱窖子坑村的芦笋田里，打出了“党建强、乡村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红字招牌，显眼得很。那是全村人尝
到甜头后，最想说的话。 （本报记者 杜晓星 采访整理）

同心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历史上
“苦瘠甲天下”，也曾是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走进今天的同心县，却又是另一番模样：罗山
上绿树成荫，清水河里碧波荡漾……

这些改变，是同心人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苦
干实干出来的。

改变的，不光是同心县山川的面貌，更有同心人
的日常生活：喝上了自来水，住上了砖瓦房，开起
了小汽车，搞起了特色产业……日子越过越红火。

脱贫后，同心县一点儿也不松劲儿，又在全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今年，同心县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深入实施“三基三力”（抓基层、打基础、强基本
功，提升凝聚力、强化执行力、增强创新力）“三争
四拼”（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拼投资、拼指标、
拼形象、拼位次）等专项行动，在巩固中发展、在
接续中奋斗，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
姿态，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相信用不了多久，同心县又会是另一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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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县教育园区。

新发展新变化

记者手记

同心 埋头苦干 奋力交出人民满意答卷
本报记者 杜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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