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外贸主体看

新
华
社
北
京8

月7

日
电

制
图/

何
亚
男

我国前七个月外贸增速达到两位数
海关总署8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

■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4%
■ 外贸克服诸多不利影响，实
现较快增长

■ 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
服外部环境趋紧、疫情短期冲
击等诸多不利影响，前7个月
累计增速达到两位数

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52.6万
家，同比增加5.8%
其中 民营企业进出口 11.8万亿元，增长
15.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0%，继续发
挥外贸“主力军”作用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

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是我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分别进
出口3.53万亿元、3.23万亿元、2.93万亿元和 1.39万亿
元，分别增长13.2%、8.9%、11.8%和8.9%

前7个月

随着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前7个月

前7个月

今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宁夏考察，作出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宁夏“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

略，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前进，努力实现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塞上儿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战

略有效衔接，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聚人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今年上半年

我区外贸实现进出口122.5亿元

同比增长70.1%

增速排名全国第1位

截至目前

我区外贸已连续 18个月保持
正增长，12个月保持30%以
上的高位增长

外贸进出口高水平增长，得益
于我区商务部门持续加大对
外开放，大力推进内外贸一体
化发展

对外开放是经济快速发展
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宁夏坚持
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
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
经济环境，积极推动外经贸扩规
提质，充分发挥开放平台载体作
用，全力拓展开放通道，优化开
放环境，开放型经济稳步发展。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8 月 8 日至 11 日，我区将在
银川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中国（宁夏）·韩国交流
周活动。中韩建交 30 周年来，
宁夏与韩国的对外商贸发展不
断扩大。自治区商务厅提供的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区对
韩国进出口 7.6 亿元，同比增长
65.4% ，占 全 区 进 出 口 额 的
6.2%，其中出口 6.2 亿元，同比
增长 52.5%，进口 1.4 亿元，同比
增长 158.9%。

近年来，宁夏不断以高水平
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通过打造

“数字政府”、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1+16”政策文件等，开通“宁贸
通”平台，与全国实现通关一体
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申
报业务覆盖率达到100%，使更多
企业“走出去”更加便捷。

共建“一带一路”，宁夏
走向开放前沿

“看着地图做生意，沿着丝
路走出去”。宁夏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自 2019 年 3 月中标第
一个海外项目后，先后在海外实
施多个项目，目前，已具有涉外投资贸易、涉外工程承包、
涉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宁夏提
供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借助中阿博览会重要开放平台，
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1024个。目前，宁夏已经与186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交流合作，在 3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56家企业。对外投资区域由欧美等国家延伸到中亚、西
亚、非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美国亚马逊AWS、辛
普劳、德国舍弗勒、法国达能、韩国晓星等一批知名外资企
业落地宁夏。

通道通，则贸易畅。2019年，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成功
迈入“千万级”机场行列。截至 2021年底，全面实现开通直
飞所有省会城市和 28个区域枢纽城市目标。近年来，我区
积极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利用所处新欧亚大陆桥国内段
中间位置，以及对内联接中国东西部与对外通往中亚西亚
的特殊陆空优势，积极推动陆海多式联运，实现西向（中
亚）、北向（俄罗斯）、南向（西部陆海新通道）、东向（天津
港）货运班列开行。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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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刘世友又一次钻入隆德县观庄乡石
庙村的田野里，寻找典籍里记载的汉代月氏城遗
址。一旦找到月氏城，隆德县的建制史将提前至汉
代。“史料上明明记载这个大城就在这一带，但这些
年来，我在这里寻找了几十次，连个城边边子都没
寻见，成了我的心病。”

让文物活下来，让文物活起来，是隆德县文物
管理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刘世友一生的追求。

刘世友：

文物保护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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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5日，吴忠市红寺堡区。在这片改写
荒原记忆的土地上，深深镌刻筚路蓝缕、艰苦
奋斗的足迹，时刻探讨、记录着人与自然、人
与万物的辩证关系。

当记者见到红寺堡区天源良种羊繁育
养殖有限公司“掌门人”寇启芳时，她兴奋
地分享好消息：8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发布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名单，红寺堡区天
源良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与袁隆平农业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全国 276家企业榜上
有名。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种业振兴决策部
署，支持重点优势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农业农
村部组织开展国家种业阵型企业遴选工作，
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能力、
国际竞争能力的航母型领军企业。

从一个简陋的羊圈发展为具备创新能
力、资产实力、市场规模、发展潜力的“国字
号”企业，寇启芳和宁夏滩羊砥砺前行 20年。
从下岗女工到滩羊育种企业家，作为红寺堡
区的建设者、见证者、参与者，她的故事，不光
是个人奋斗的创业史，也是红寺堡区20多年脱
贫攻坚史的生动注脚。

抵上全部身家扎根红寺堡，从住
帐篷、围羊圈干起，下岗女工熬出“滩
羊王国”

2003年，红寺堡。
一个漫天风沙的午后，一个单薄的女人

拖着一件行李，站在渺无人烟的荒滩上，隐隐
传来双胞胎女儿哭喊妈妈的声音，丈夫担忧
的目光在眼前闪现。

20年后的今天，脚下这片曾经遍布沙丘
的荒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滩羊王国”。

8月的红寺堡，深深浅浅的绿在千沟万壑
与人们的眼中水灵灵地铺展开来，屋宇街巷
宁静整洁，即将成熟的庄稼以巧妙的几何形
状绵延成巨大的五线谱，劳作的人们如点点
音符点缀在近听无声、远望如海潮般壮阔的
田园牧歌里，共同演绎人与天斗、天人合一的
天籁之声。

2003年，红寺堡区百业待兴，寇启芳决心
在这里干出个样子，那年她37岁。

1987年毕业于宁夏农校畜牧兽医专业，
分配到宁夏畜牧局下属一个单位工作。没过

几年，单位发不出工资，她下岗了。在银川当
了 6年兽医，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个夹着兽药箱
的女人，骑着自行车不知疲倦地奔波着，帮助
养殖户为家畜防疫。

那段时间，同是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丈夫
牛文智被派往日本岛根县学习和牛养殖技
术。听他讲述高水平的养殖模式后，寇启芳
憧憬办一个高水准的养殖场。他们发现，红
寺堡区是滩羊核心保种区，毗邻罗山，在罗山
古洪积扇上有 2米多深的矿物层，能塑造出滩
羊肉更加鲜美的风味。

无巧不成书，2003年，红寺堡区发出招商
引资号召，为填补当地没有正规养殖场的空
白，寇启芳怀揣东拼西凑的 50多万元来到红
寺堡，搭帐篷、围羊圈，买了 300只母羊，为农
户提供优质羔羊。

当时的红寺堡飞沙走石，人烟稀少，没水没
电，一场风从春天刮到冬天，喝水的杯子里总沉
淀着沙子，每天醒来被子上总落着一层沙子。

20多年的艰苦奋斗，每一天都是熬出来
的。有一次，寇启芳抱着怀羔的母羊，母羊通
人性，咩咩叫着，“难心”的人，泪往心里流。

（下转第二版）

20年勇闯科技难关，从下岗女工到滩羊育种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

寇启芳带领宁夏滩羊种业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张慈丽

本报讯（记者 房名名）
经历了从备料员、热场
工、单晶操作员 3 个岗位
共一年的学徒轮岗学习，
毕业于中卫市职业技术
学校的赵建祥顺利入职
宁夏协鑫晶体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定岗为单晶
操作员。8 月 7 日，记者
了解到，围绕自治区“六
新六特六优”产业及中
卫市“六个特色产业”，
中卫积极拓展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目前中
职院校实施现代学徒制
的专业占 30%，学徒基地
达20个。

作为全国首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单位，中卫市
职业技术学校先后与宁
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 20 余家企业签订学
徒联合培养协议，建立
学徒培养基地，以人才
培养对接用人需求、专
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
岗位、教材对接技能为切
入点，确定学徒轮训及实
习岗位。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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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泾源县兴盛乡上金村村民响应
国家“吊庄移民”号召，整村搬迁到银川市金
凤区良田镇金星村。漫天黄沙是伍建全对金
星村的第一印象。

“一刮风眼睛都睁不开，当天种的麦苗，隔
天就被风刮得看不到了。”伍建全回忆道，加
上荒地开垦难度大，种子存活率很低，“地种不
了，环境恶劣，有些人又被‘吹’回上金村了”。

伍建全一家和大多数村民选择了留下，
和这片土地硬扛到底。

风沙大，村民就用麦秸秆、芦苇等扎成方
格防风固沙，大面积种树，增加植被覆盖率，

建成防沙林；土地难以耕种，村民利用地下水
引渠浇灌开垦，变荒地为良田；道路通行不
便，村民填水坑，用碎石子铺路，告别泥泞不
堪；吃水不便，家家户户就在门口打起了水
井；为了增加收入，每天上午 6时许出发，骑一
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去平吉堡农场做工……凭
借着肯吃苦又能干的劲，村民们“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20 多年过去了，曾经的荒滩焕然一
新——村里水泥路宽阔平坦，房屋院落错落
有致，果树成林，鸟啼虫鸣，各种主题的墙绘
点缀在灰瓦白砖间……

伍建全家的大院子里，几间套房整齐排开，
树荫下搭建了凉亭，车棚里停着自家的两辆私
家车。客厅里，“全国最美家庭”“五好文明家
庭”“美丽庭院”等荣誉证书和奖杯格外耀眼。

“以前全家 8 口人挤在 2 间土坯房里，现
在 6口人住在这么大的院子里，生活越来越好
了。”伍建全感慨道。近年来，金星村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硬化村里道路，拆除土坯房300多
栋，家家户户住进了“美丽庭院”。具有商业
头脑的伍建全利用地理优势，在村口开起超
市。生意红火，吸引 2家银行在超市设立乡村
振兴金融服务点。 （下转第六版）

移民“伍建全”们的甜蜜日子
本报见习记者 何娟亮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考察
时，强调“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
理，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
省份，宁夏明确沿黄各市县区断面水质标准，

分段治理、严格监测，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倒
逼沿黄市县区保持水质达标，近 10年来先后
投入 1150多亿元生态环保资金，实现域内劣
Ⅴ类水体和黑臭水体全面清零，黄河宁夏段
连续5年保持“Ⅱ类进Ⅱ类出”。

宁夏把系统观念贯穿到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全过程，将贺兰山、罗山、六盘山等境内生
态屏障，视为黄河生态系统有机整体的一部
分，以“黄河大保护”为主线，统筹抓好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在贺兰山，一律停止矿产资源开采行为
和项目审批，投入近 150亿元资金进行综合治
理；通过完善燃煤、工业、机动车、扬尘污染的
联防联控，建立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等措
施，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 6 年达到
300 天以上；雪豹、鸽子鱼等珍稀野生动植物
重现，塞上江南越来越美了。

10年来，宁夏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约束，通过走
绿色低碳发展道路，逐步推动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
逐渐向创新驱动转型。

400 万吨煤制油项目主要指标达到同行
业先进水平，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现代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在全
国拥有一席之地……10年间，宁夏科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翻了一番，迈入全国二
类创新地区。在科技创新引领下，宁夏不断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石。

（下转第三版）

宁夏：塞上江南展新颜 创造美好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王永前 何晨阳 于 瑶

位于黄河分水口的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宁夏故事宁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