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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是候鸟途经宁夏的黄金时节。黄河滩涂、湖泊湿地……大量候鸟停息、补给，为
接下来的南飞做准备。

近年来，随着宁夏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增强，作为中国鸟类迁徙三条主要通道之一，每年我
区的鸟类观测和记录上都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此前未曾出现的鸟类新品种不断刷新着宁夏鸟
类记录历史，目前，宁夏共记录了大约320多种鸟类。在候鸟迁徙期，途经宁夏境内的鸟类达百万
只，黑鹳、遗鸥、金雕、大天鹅、白尾海雕、灰鹤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在宁夏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作为生态环境好坏“晴雨表”的鸟类，已成为见证宁夏生态环境改善的环保天使和参与者。
本报记者 王猛 摄

金秋十月 百鸟争鸣

黄河滩涂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
鹕悠然自在地游弋。石嘴山市惠农区万亩稻田收割后，总会迎来第一批客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

典农河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的出现，
为城市增添了一抹靓丽的风景线。

银川湿地中，鹤鹬三三两两在水中觅食。

（上接第一版）
比之钱财村民更重情分。前有不顾个人安

危救回 3位村民的艾仁，为 5位老人送终的王生
强、王俊凤夫妇；后有伺候病重的老公公、悉心照
料两名侄子（父母离异无人照看）的范玉花。

乡贤回归延续村庄文脉。汪家塬村从最能
形成共识的“爱、敬、诚、善”入手，推动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从而转化为农民
群众的自觉追求和行动，也为好家风、好乡风的
传承注入了新能量——被命名为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市级“乡村好人家”12户，
县级“乡村好人家”达到 95%，十星级民风建设模
范户达到80%。2021年，吴忠市“三同”社会实践
基地落户村里，截至目前，共有 200多名干部来
到这里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汲取拼搏
向上的精神力量。

文化不兴，“魂”系何处？文化既兴，“根”在
家园。近年来，我区培“根”铸“魂”，在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进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厚植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
因，大力弘扬耕读传家、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农
耕文化，实现乡村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让群众守得住“根”，记得住“乡愁”，看得
见“远方”。

播撒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

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成立于
2019 年，团员大多年龄在 40 岁以上，其中 10 多
人不识字。

张红莲是不识字的团员之一，她甚至不会写
自己的名字。

为了学好每一首歌曲，张红莲让儿子把歌词
里每句话的意思“翻译”一遍，用语音的形式保留
在手机里，帮助自己逐字逐句背歌词。

“以前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敢想学唱歌？”张
红莲说，如今日子过好了，对文化、精神的需求越
来越强烈，音乐这种内心情感最直观的表达方式
成为首选。

建团初期，团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无法理
解、消化专业音乐培训所带来的知识，怎么办？

从识字、发音到口形规范，红宝村农民合唱
团创始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李震
宏摸索出一套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很多人唱
歌完全找不着调，我就让他们学猫叫、学鸟叫、学
婴儿哭鼻子来找感觉。”这些年，李震宏没有放弃
过任何团员，只要能出声、愿意学，他就教。为了
让合唱团成员牢记所学的技巧，李震宏每天从县
城自驾20多公里赶到红宝村为大家上课。

“哎哎哟……挣断了老井绳，咱牵着牛羊下
山岗。告别了西海固苦水泉呀，奔向黄河金岸大
战场……”现在农民合唱团的原创《逐梦大战场》
唱到了更大的舞台上，以合唱团真实故事为素
材、全体合唱团成员共同出演的电影《六谷儿》于
今年开拍。

啥是“六谷儿”？“西海固有句话叫‘吃饱五谷
儿还想六谷儿’，如果说‘五谷儿’是物质生活，那
么‘六谷儿’就是精神生活。电影《六谷儿》也正
是由此取意。”《六谷儿》总导演刘苗苗说。

又上舞台，又上银幕，张红莲自己唱美了，叫
上身边的姐妹王秉梅等人，一起唱。

把文化“种”下去，送到农民的心坎里。在推
进乡村文化建设中，通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带动
辐射全县，中宁县在充分挖掘地域特色的基础
上，在 12个乡镇组建了农民合唱团，用文化力量
不断助推乡村振兴。

文化惠民、文化育民，石嘴山市惠农区礼和
乡银河村同样不遗余力。

金秋时节，银河村万亩黄河湿地，夕阳掩映芦
苇荡，一片金色在随风摆动的植物中忽隐忽现。

黄昏时分，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学锋带着银
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爱鸟护鸟志愿服务队巡河，
往河滩更深处行进时，成群的鸟突然腾空而起，
鸣叫着在低空盘旋，朝远处飞去。

“在我们这，‘鸥鸣鹭舞’已是一景。无论任
何时节在湿地里走一走，都能与栖息或暂居在这
里的鸟不期而遇。”王学锋自豪地说，银河村前的
万亩黄河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迁徙线及在宁
夏繁殖的夏候鸟重要的停歇地和繁育场所，这两
年在银河村党支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有
76 种鸟在这里落脚，2020年可观测到的灰鹤近
5000只。

2021年 1月，银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爱鸟护
鸟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王学锋担任队长，32位
村干部、老党员、人大代表等加入其中。志愿服
务队聘请石嘴山市野生鸟类保护协会会长芦有
碳和民间护鹤队的陈小组作为技术顾问，组织开
展日常巡护、定期投喂、伤残救助、科普宣传、栖
息地保护等活动。

“我们主要对湿地中红柳林、黄河岸边以及
滨河大道两侧湖泊等重点区域进行巡逻。一旦
发现野外生火、乱丢垃圾、偷猎、非法捕捞鱼类资
源等行为，大家会第一时间制止。”银河村党支部
副书记马学仁说，每年秋冬季节，灰鹤、白天鹅、
苍鹭、灰雁、豆雁等野生鸟类会来黄河湿地过冬，
为保证鸟类食物充足，志愿服务队购买玉米、小
麦等食物进行投喂。

志愿服务队还在银河湾黄河湿地生态文化
馆内设置野生鸟类临时收容救护点，专门救助受
伤的野生鸟类，民众在巡护、游玩中发现的受伤
野生鸟类活体，都可以在救护点得到临时救助，
绘就了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画卷，也
吸引了大量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赏，带
动了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2021 年银河湾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

“鼓口袋”也“富脑袋”，“送文化”更“种文
化”。被誉为指导农民开拓进取的精神之源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其建设在我区取得新突破，
截至 2021年已扩展至 224个乡镇、2157个村（社
区），培育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1111个，组建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9458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72590场，受益群众达 246.4万人次，涌现出“兰
花芬芳巾帼红”等一批文明实践品牌项目。

文化产业赋能，描绘塞上“富春山居图”

古秦渠穿过村庄，将青铜峡市青铜峡镇余桥
村，分为南北两部分。余桥横跨秦渠，连接南北。

“桥身如横跨在秦渠上的乌篷船，彰显着余
桥村风调雨顺的好日子。”青铜峡镇副镇长、余桥

村党支部书记魏巍介绍道，桥基立柱以传统汉阙
建筑风格屹立于两岸南北，如同敞开的大门迎接
五湖四海的来宾，南北两端的桥基座，以山水瀑
布小涌泉的灵动意境勾勒出美丽乡村的画面。

余桥村现有村民 946 户 3624 人，耕地面积
1425 亩，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村。乡村文化
振兴充分发挥“文化生产力”的物质力量，通过繁
荣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提升乡村文化对乡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以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魏巍
说，2021年以来，青铜峡镇镇政府争取项目资金
1030万元，在余桥村打造了游客接待中心、红酒
评鉴苑、非遗民间艺术馆、连环画收藏馆等旅游
设施，盘活了闲置房屋，建成“蔷薇旁”“秦之宴”
等民宿（餐饮）22家，配套景观吊桥、“白马拉渠”
等景观小品 47处，发展乡村旅游业态。“在政府
扶持下，开办民宿，旅游旺季时，一天能收入五六
百元。”村民丁秀兰说起投身乡村旅游带来的美
好生活，乐得合不拢嘴。

从过去的一个小村庄，变身为乡村旅游网红
打卡地，余桥村在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文化内涵、
拓宽增收渠道上奋力前行……先后荣获“全国首
批民族特色村寨”“全国美丽乡村”“自治区民族团
结进步村”“自治区特色旅游村”称号。2021年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8万元，
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实现运营收入16.8万元。

乡村是农耕文化勃兴的沃土，承载着中华文
明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红
色遗址、绿水青山等，是丰富多彩的文旅资源。

“党建+农家乐”让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牛家
坊村开启乡村振兴幸福门。

“微信朋友圈里满屏都是这里的美景，我特
意带家人过来打卡。逛逛传统村落，品品农家小
菜，找寻记忆中的乡愁。”今年中秋节，吴忠市民
林芳专程驱车赶来。

牛家坊村南接巴浪湖，北靠金积大道，城南
生态文化公园穿村而过，自然风光秀美，是一个
典型的城郊村落。尽管有地理优势，但村子曾经
一穷二白。村民们曾认为，要想奔小康只有离村
外出闯荡。随着乡村经济日渐兴盛，村民们改变
了这一想法。

为摘掉“软弱涣散”的帽子，牛家坊村党支部
选举4名“能人型”“示范型”人才进入村“两委”，夯
实党组织力量，带动村民将原始的农家乐升级为精
致的民宿。同时升级的，还有村里整体环境。

2013 年以来，牛家坊村利用紧靠吴忠都市
圈的优势，按照“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企业+
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旅游业。党支部牵头、
村集体注资，成立了宁夏吴忠市聚发生态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形成了以餐饮服务、休闲采摘、乡村
旅游为主的生态观光特色产业，融汇田园之景，
彰显人文之韵，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都

市旅游圈”初具规模，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春天，桃花盛开，绵延百亩；夏天，荷叶摇曳，

荷花绽放；秋天，硕果盈枝，一派丰收之景。一幅
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丽乡村、农耕文化
为主题，富有乡村气息的手绘墙画，让村庄愈加
富有诗情画意。慕名而来的游客，开启田园休闲
之旅。

从事运输业的何涛，将自家住宅改造成了农
家乐和民宿，年收入 130 多万元。“村里像我这
样，从事家访式接待的农户有 20多户。这几年
村里发展得好，我们也跟着沾了光。由于生意红
火，家里的亲戚也过来帮忙。”谈起近年的发展变
化，何涛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因地制宜发展餐饮服务、生态观光等特色
产业，年接待游客120万人次，休闲农业产值达1亿
元以上，村集体收入 142万元，带动农村劳动力
就业 1200 余人，辖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3600元。”牛家坊村党支部书记张少云介绍，产
业兴旺、人民富裕的牛家坊村，先后荣获“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亿元村”等称号。

农民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也是传承、光大
乡土文化的践行者。群众汲取文化的力量，需要
用好平台和抓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让群众生
活更上一层楼，也需要用好平台和抓手。

“奔着‘美丽经济’，我们越干越有劲儿！”贺
兰山下昊苑村小葡萄“串”起大产业，对此银川市
西夏区镇北堡镇昊苑村村民王振军颇感自豪。

2011年，自治区大力发展葡萄酒产业，昊苑
村紧抓处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核心位置
优势，不断扩大葡萄酒产业规模，并创新产业融
合模式，打造集葡萄酒品鉴、民俗文化、农事体
验、特色民宿等“六位一体”的“望山民宿村”休闲
度假集群，激发乡村振兴动能：拥有19座葡萄酒
庄，产葡萄6000吨，产值近4亿元，年收益4800万
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75%，从事葡萄种植及葡
萄酒加工生产的村民，约占全村总人口的66%；发
展红柳湾山庄、西村海棠等民宿10余家，年接待游
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500多万元。2021年村集
体收入25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98万元。

“产业发展起来了，日子一天天变好了，百姓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身为昊苑村驻村第一
书记的者秀军告诉记者，全村实现了水冲式厕所
全覆盖，垃圾不落地分类处理，大部分村民用上
了天然气。

山美水美，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美。昊苑村里
的文化节目越来越多，连续四年承办西夏区“中
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特色葡萄酒展销、庆丰
收节目、百家宴、铁锅炖羊肉，群众沉浸在丰收的
喜悦之中。该村荣获“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等称号。

文旅融合创新，为共同富裕塑形铸魂。
2021 年宁夏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165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1.37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1%和 18%。宁夏乡村旅游人数和旅游
收入连续1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文化如水 润物无声

（上接第一版）

利通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

“一下雨，我们辛苦种了一年的水稻就怕要
‘黄’了！能否帮我们收一下晾晒的稻子？”9 月

30 日，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新渠村村民的一
条求助信息在微信群传播后，当地政府立即安
排镇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等 14人帮隔离村民
收装晾晒水稻。

疫情发生后，新渠村实行“全员封控，足不
出户”管理。由于村民出不了门，晾晒的水稻成
为他们最担心的事。当日，镇干部吴泽华一到
晾晒现场，就进行了明确分工，一路人对水稻进
行收集，一路人四处寻找口袋进行装运。由于
大家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加上没有得力的工
具，干起农活来格外吃力，不一会儿工夫就满身

是汗。
先将平铺的水稻扫成一堆，然后用铁锹装到

口袋里，看到水泥地上还散落不少，退役军人马国
海又清扫了一遍，确保颗粒归袋。从 16时一直忙
到 19时许，大家才把 2000多公斤水稻收装入袋。

“村民辛辛苦苦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帮他们收拾得
干干净净，让他们在家安心隔离。”马国海说。

晾晒的水稻收装完毕后，如何集中堆放成了
问题。吴泽华又立即给新渠村党支部书记马金龙
打电话，购置来 30多米长的雨布。大家齐心协力
把一袋袋水稻搬运到遮雨处，用雨布裹起来，才安
心离开。“非常受感动，为志愿者的爱心善举点
赞。”村民马建军说。

目前新渠村 522户 1522人处于封控状态，为
了有效保障村民正常生活所需，该镇建立了生活
保障微信群，只要群众需要购买米、面、油、蔬菜、

水果、药品等生活用品，志愿者会第一时间采购，
接力送到村民家门口。“为了早日战胜疫情，一切
辛苦都值得。”吴泽华说。

沙坡头区：防疫不缺位，秋收不误时

9月 30日，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黑山村村
民徐彦军抢抓农时，将收割机开进自家稻田，抓紧
抢收秋粮。

伴随着机声轰鸣，大型一体化自动收割机在
稻田里来回穿梭，所过之处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稻
茬。从收割、脱粒、装车……一亩稻田不到半小时
就收得干干净净。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每亩要求作业人员不超
过两人，本来正在为上百亩水稻怎么收割发愁，现
在有了大型机械来帮忙，还有村干部、志愿者为我
们协调秋收，今年的秋收就算是心里有底了，真心
感谢他们！”徐彦军说。

“我们同步推进防疫和秋收，做到防疫不缺
位、秋收不误时。”东园镇党委书记白春霞说，由各

村牵头，村干部对本村农田包片负责，统筹在家种
植大户资源，就近联系收割机械，村干部与滞留在
外群众、封控群众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协商
秋收机械费用，村干部、志愿者义务支援并监督
秋收。

“今年，沙坡头区粮食作物种植34.12万亩，单
种籽粒玉米种植面积 20.66万亩，已收获 14.56万
亩，占70.47%；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面积2.35万
亩，已收获结束；水稻种植面积 2.02万亩，已收获
1.53万亩，占 75.74%。预计 10月中旬收获结束。”
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赵峰说。

青铜峡：树新林场助农抢收解民忧

近日，青铜峡市树新林场甘城子分场种植户
王霖种植的 80亩酿酒葡萄进入采摘销售季，提前
与陕西客商定好发货的日子，却因居家隔离无法
出门照料。“眼看葡萄要烂在地里了，一年辛苦要
打水漂了。”他为此愁闷不已。

得知这一情况后，树新林场立即组织干部职

工开展酿酒葡萄采收帮扶。只用了两天时间，
王霖的酿酒葡萄采收顺利结束。紧接着，林场职
工又帮他收获 80亩玉米并拉运到家。“包括车辆、
采摘人员、葡萄筐，都是场里给组织协调，及时把
酿酒葡萄采收完，未造成损失。”树新林场甘城子
分场干部李林说。

从居家隔离期间的日常物资保障到帮助抢
收，王霖的心情如同过山车一般，看着酿酒葡萄顺
利送达客商，玉米拉进了自家院子，他的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帮助居家隔离的尹保锁收玉米、帮助职工
赵生花晒玉米……连日来，树新林场组织干部职
工帮助无法出门的种植户采收农作物。“大家都是
同场职工，互相帮助这都是很正常的。”树新林场
树新分场护林员王爱国说。

“我们制定机关干部、护林员包保助收工作方
案，并层层抓好落实。目前重点人群粮食作物和
酿酒葡萄采收工作已全部完成。”树新林场副场长
白杨说。

秋收季，“志愿红”在山川绽放光彩

位于青铜峡市青铜峡镇余桥村的红柳文化收藏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