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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新变化
百姓说

引领移民群众引领移民群众走上康庄大道走上康庄大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晓星杜晓星

红寺堡区红寺堡区过去 5年，是吴忠市红寺堡区发展
史上极其难忘、极不平凡的5年。

红寺堡区以“脱贫攻坚、增收富民”
为统揽，做好产业、就业、社会融入三件
事，带领群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16 年—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
从 30.38亿元增加到 85.79亿元，5年平
均增速为9.4%；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19412元增加到 27250.8元，5年
平均增速为7.1%；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7081元增加到 11996元，5年
平均增速为11.1%。

带领移民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后，
红寺堡区鞍马未歇再出征，奋力创建全
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

红寺堡区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落实“六个精准”“五个
一批”要求，推行脱贫攻坚“556”工作模式，扎实开展“四查四补”、
挂牌督战等重点工作，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累计整合资金 57.7亿元，实施各类扶贫项目 676个，抓重点、
强弱项、补短板，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义务
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失学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健康扶贫“三个
一批”精准落实，危窑危房应改尽改，常住人口自来水普及率、水
质达标率均为 100%。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1.12亿元，兑付产
业到户补助、务工补贴等资金 2.8亿元，建成扶贫车间 14家，开发
公益性岗位 6457个。累计落实闽宁对口协作、中烟定点帮扶资金
3.2亿元，实施产业、就业等项目200余个。159个帮扶单位、382名
驻村工作队员、3313名干部扎根基层、奋战一线，汇聚起携手脱
贫、众志攻坚的强大合力。

红寺堡区 12779户 50585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40个贫困村
全部脱贫出列，顺利退出省定贫困县序列，并入选全国首批脱贫
攻坚交流基地。

农业提质增效。发展壮大“3+X”产业，累计种植葡萄 10.8万
亩、枸杞 2.5万亩、优质牧草 7.2万亩、黄花菜 8.02万亩，肉牛、滩羊
饲养量分别达到 12.5万头、96万只。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1.8
万亩，建成太阳山镇巴庄村高效节水等示范基地，获批建设自治
区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红漠”葡萄酒、“红寺堡”黄花菜等区
域公共品牌 13个，注册“千红裕”“滩羊坊”等商标 56个，认证“三
品一标”农产品29个。引进水发浩海、百瑞源、富阳等龙头企业10
家，培育产业合作社 273家，农业总产值达到 18.2亿元。成功举办
黄花菜产业科技高峰论坛、中国葡萄酒酒商大会等一批全国性盛
会。红寺堡区先后被评为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基地、中国富硒黄花
菜明星产区、宁夏中部干旱带高效节水示范试验及实训基地。

工业扩规增量。编制完成“十四五”新能源发展规划和绿色
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园规划，湘投控股、中车株洲所等企业相继落
户，协议投资 252.3亿元。新能源集维中心建成投运，风力光伏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 458万千瓦，占自治区近六分之一。红寺堡区被
列入全国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大唐新能源、兴民纺织
等一批项目投产达效。完成弘德包装、东方盛达等 40家企业技术
改造。累计培育规上工业企业 54家、“专精特新”企业 24家、“中
小企业 50强”5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15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17%。

服务业提档升级。时代广场、团结商业广场等商贸综合体建
成运营。工行、建行等 7家金融机构落地营业，存贷款余额分别达
到 54.7亿元和 50.8亿元，存贷比达到 92.9%。在长三角、珠三角等
地区成功举办农特产品展销会、推介会 40余次，品牌美誉度和影
响力大幅提升。开设各类网店 1000余家，线上销售额超过 2亿
元。连续多年承办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罗山航模基
地成为“国字号”航空运动营地。宁夏移民博物馆、“1236”指挥部
旧址等旅游景点纳入自治区全域旅游规划，红寺堡镇弘德村、
柳泉乡永新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宁夏特色旅游村。服
务业增加值达到27.79亿元，年均增速7.1%。

城乡建设步伐加快，新建住宅小区 14个，完成棚户区改造
5603户、老旧小区改造 4个，城东市民休闲公园、金水广场改造提
升等工程相继完工，城镇社区增至 8个，城市建成区面积拓展到
12.68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由 30.6%提高到 40.1%。建成柳泉乡、大
河乡美丽小城镇，以弘德村、永新村、红川村为示范，高标准打造
美丽村庄 37个，杨柳村、香园村、永新村跻身“国家森林乡村”。改
造农村卫生厕所1.18万座、污水管网72.6公里。

红寺堡区扬水骨干工程改造完成。高铁红寺堡北站、G338线
等重点项目建成投运，乡村道路通车里程达 935公里。红寺堡区
成功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区）、全国和自治区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区）。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三大保卫战”成效显著，中央和自治区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压砂地全部退出，环罗山生态屏障
建设更加巩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 85%，城市生活污水处
理率、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90%、95.5%，森林覆
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到14.12%、56.69%。

始终保持民生投入只增不减、标准只升不降，超过
80%的财力用于改善民生。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累计投入资金 8.5亿元，实施薄
改工程、标准化学校建设等项目，新建职业技术学校、弘德
希望小学、七幼等中小学、幼儿园 32所。顺利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和自治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评估验收，教
育教学质量位居吴忠市及宁南山区 9县前列。宁夏大学、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函授、自考教学站正式设立，填补了当
地高等学历教育空白。

医疗卫生快速发展。挂牌成立医疗健康总院，构建
“1+3+6”县域医共体，实现“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
算，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红寺堡区人民医
院门诊综合楼、妇幼保健计生中心等建成投用，远程心
电、影像、检验“三大中心”效果凸显，胸痛、卒中、危重孕
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通过认证。红寺堡区成功创建
自治区卫生县（区）。

文体事业繁荣发展。累计投入 5.1亿元，建成体育馆、
文化馆、全民健身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村级文化活
动阵地实现全覆盖。全民阅读、全民健身等系列群众文体
活动有序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通过验
收，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打造村级游客接待中心
4个，升级改造紫光湖、罗山飞行营地等休闲旅游打卡地。
红寺堡区被纳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

社会保障扩面提标。健全完善敬老院、残疾人康复中
心、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红十字会等民生服务机构，建
成保障性住房 2831套，妇女儿童发展规划顺利通过自治区
终期评估。

就业创业成效明显。培育创业实体594个，累计新增城
镇就业 3400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19万余人次，实现劳务收
入20亿元。红寺堡区被评为自治区转移就业示范县（区）。

6 月 8 日上午，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又卖出了
25 头牛，是被广东客商张源源收走的。

“活牛 1公斤卖到 37.5元，这个价格在全宁夏都数一数
二。算下来，一头牛能多赚 1000多元。”养殖园区理事长任
军说，宁夏的活牛均价是34元至35元每公斤。

张源源千里迢迢上门高价采购，是瞅准了这儿的牛出
肉率高、肉品质好。

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位于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由
国家烟草专卖局援建，眼下肉牛存栏 5000头左右，属于村
集体经济。

“规模养殖能有效抵御市场牛价波动风险。”任军说，
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的买家多为广东、广西的大客
户，“他们很有实力，对我们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的肉牛很放
心，舍得出大价钱买，采购量还大。”

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按照“党支部+农户+合作
社+金融机构+企业+基地”的模式运营。园区理事长任军
的另一个身份是红寺堡镇弘德村党支部书记，而弘德村村
民占养殖园区股民的一多半。

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专门从北京请来“真味牛”专业育牛团队，由职业养牛人贾
磊担任养殖园区场长，全权负责饲料调配、疾病防治和人
员管理。

在贾磊的带领下，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走标准化
养殖路子，统一技术、统一饲料、统一防疫，单头牛日均增
重1.5公斤以上，养出了高品质肉牛。

贾磊说，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建在荒山上，是弘
德村地界外的一块“飞地”。没有过多人类活动干扰，牛儿
清净自在，空气流动性好，传染病难流行，也有利于集中处
理粪污，是块养牛的福地。

仅2020年，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就收入1100万元。
2021年6月8日，园区一次分红760万元，都落实到了个人。

村民成为最大受益者。园区共带动870户人入股养牛，
他们分属于 20多个合作社，对经营有着充分的知情权和参
与权。

弘德村村民王奋斌入股12万元，其中10万元是贷款，上
次分红他分得43224元。入股养牛不用亲力亲为，把他和老
伴解放了。他们在家门口的工业园区上班，两口子一个月能
挣五六千元。

眼看着在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养牛有赚头，不少乡
亲纷纷“加盟”，遍及弘德、上源等十几个村，既有个人也有村
集体。

在弘德、同原等村，不少养牛户在张罗着“出村入园”，把
自己的牛卖掉后，拿钱入股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

“牛和人的环境都有很大改善。”红寺堡镇干部李娜说，
“出村入园”这一招，带来的是“人牛两相宜”。

牛“出村入园”后，为发展乡村旅游进一步扫清了障
碍。今年，弘德村要打造七八家农家乐，还要再修 8家
民宿。

几年下来，中烟“飞地”肉牛养殖园区赢得了可观的经
济生态社会效益，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上探索出可供复制的
鲜活经验。各地纷纷派人来实地观摩，既有宁夏本地

“取经人”，还有从福建等外省区赶来的，有时一天就有
好几拨。

2021年，弘德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500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142万元，里面就有不少“牛财”。

山里牛场招来“取经人”
本报记者 杜晓星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单体生态移民扶贫集中
安置区，汇聚着23.5万宁南山区移民。

刚搬过来时，这里沙丘遍地、风沙漫天。移民生活也
很困难，缺吃少穿的不在少数。

20世纪末，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红寺堡区启动
扬水工程建设，让水往高处流，四级扬水高程 299米，堪称
新时代的红旗渠工程。

有了水，红寺堡区才有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对
此，移民们都很珍惜，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了“沙漠变绿
洲，沙丘起高楼”的跨越式发展，生态、生活得到了很大
改善。

眼下，红寺堡区又在奋力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
提升示范区。

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红寺堡人吃水不忘挖井
人，发出了“共产党好，黄河水甜”的肺腑之言。

特别是最近 5年，红寺堡区完成了一批亮点突出、特色
鲜明的改革事项，解决了一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急事
难事，办成了一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实事大事，交出了
一份厚重提气、无愧人民的优异答卷。

对于今后5年的发展，红寺堡人庄严承诺——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自治区平均水平，年均增

长 8%以上；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
速，年均增长9%以上。

到 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达到 2.5亿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3.6万元、1.8万元以上。

移民群众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好日子还在后头
本报记者 杜晓星

记者手记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校园文艺气息浓。

红寺堡区黄花菜产业园。

产业布局更加合理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村庄美丽宜居村庄美丽宜居。。

移民采摘酿酒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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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改良滩羊育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