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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为民、创新利民，创新成果全民共享，是
盐池县改善民生的重要发力点。

盐池县推进“互联网+教育”，让城乡学生“同
频共振”，“互联网+医疗”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
质医疗服务，“数字乡村+基层治理”实现“一网管
全村”，“互联网+水务”让缴费触屏可及……如今
这些科技化的手段已广泛运用于盐池群众的日常
生活中。

“利用‘互联网+教育’平台，我们先后与成都
市芳草小学、陕西杨凌高新小学、银川市金凤二小
等学校多次开展智慧课堂互动教学和教研，实现
了跨境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课堂效益。”盐池县第
五小学校长王生雄说，通过在线课堂“一对一”
结对帮扶，既实现了乡村学生共享优质教学资
源，也帮助农村薄弱学校解决优质教学资源不足
的问题。

该县在“智慧校园”全覆盖、多媒体教学设备
“班班通”的基础上，整合投入资金 3000万元，为
县内高中学校更新多媒体一体机 59 套，更换教
师、学生用机 610 台，实现了万兆光纤进校园、
千兆光纤入教室、百兆光纤到桌面，校园无线网
络全覆盖，全县教师和学生网络学习交流空间开
通率均达到 100％ ，全县中小学校在线互动课堂
全覆盖。

走进盐池县惠安堡镇老盐池村卫生室视频会
诊室，村医正与远在 60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内科
专家，为患者陈富进行远程会诊，专家第一时间给
出了诊疗建议。“现在不出村子，大医院就能给我
看病，可方便了。”陈富高兴地说。

这样的远程会诊在盐池县已经屡见不鲜。据了解，盐池
县医疗健康总院通过建立远程诊疗、远程影像、远程心电、远
程超声、远程检验、远程教学中心“六大中心”，远程视频门
诊、视频查房通道两大通道，累计远程上传影像 3.2 万余人
次、心电 4.9 万余人次，视频门诊 1250 余人次。建立县乡村
电子病历数据库、健康档案数据库，实现了医生与患者、医
生与医生、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三联动，有效解决群众看病远
看病难。

“自从村上装了数字乡村治理平台，村前村后设置了摄像
探头，治安状况越来越好。智慧大喇叭随时播送重要通知，手
机可及时接收。”9月 20日，大水坑镇宋堡子村村民赵宏林说，
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了“一屏观全
村、一网管全村”乡村治理智慧模式。

通过抓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延伸
数字服务乡村能力、提升乡村全景“智”理水平等举措，盐池县
不断点亮乡村群众智慧生活。截至目前，全县建成 582个基
站，4G、5G系统总计 1387个，城市及行政村 4G网络覆盖率达
到 100%，固定宽带行政村光纤到达率 100%。对全县供水系
统内的泵站、蓄水池和输水管网进行自动化监测系统升级改
造。“现在有了网上自助服务，像缴纳电费、水费等，用手机App
就可直接办理。”盐池居民张明芳说。

“我们整合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政法云’网格化信息管
理平台、脱贫攻坚动态预警监测系统等大数据平台功能，深入
推进‘雪亮工程’和智慧交通工程建设，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强
有力的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盐池县委政法委负责人表示，初
步实现治安、交通领域“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
可控”。

今年，盐池县将在数字乡村、“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
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水务”、智慧旅游等数字化
建设方面求得新突破。继续扩大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水
务等信息化服务向乡村延伸，加速农业生产智能化，提升农民
生活智慧化便捷化水平。

盐池：缘何跻身全国县域创新第一方阵
本报记者 蒲利宏 文/图

日前，科技部对外正式发布首批创新型县（市）验收通过名单，盐池县以“科技支撑民生改善”为主题，成为宁夏唯一入围的县（市）。
近年来，盐池县坚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民生改善

等方面创新成效显著，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引领县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宁夏时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盐池县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县区，

坚持不懈克服科技创新支撑弱、科技人才规模小、创新平台数量少、产科融合能力较差等先天短板，走出了自立自强、不甘人后的科技
强县之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产业是县域经济的“底
盘”。走进盐池，只见一个个重点项目建成投产，一处处农业
园区丰收在望，一座座美丽乡村欢声笑语，精彩展示着县域
经济“成高原”的盐池答卷。

在宁夏深燃众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处理 200万立方
米、年产 LNG40万吨的二期项目即将建成投产。“届时公
司 LNG 总产能将达到日处理天然气 300 万立方米、年产
LNG60 万吨，将成为西北乃至全国陆上规模较大的 LNG
生产加工基地。”该公司副总经理范永升说。

“短短 10来年间，盐池黄花菜种植面积发展到 8.1万
亩，培育黄花菜种植、加工和销售等企业 36家，产品远销
上海、广东、江苏等地，成为全国黄花菜四大产区之一，每
年实现产值 2.5亿元。”盐池县农业局负责人说，该产业从
无到有、迅速崛起，离不开科技支撑。

盐池县加大与中国农科院、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
院等区内外科研院所合作，在全区率先成立宁夏黄花
产业研究院，建立盐池黄花菜试验研究基地，引进展示
食用、观赏、观食一体黄花新品种 28 个，开展了黄花菜
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高产栽培
技术研究……一系列科技支撑助力黄花菜产业步入品牌
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快车道。

如今，盐池县很多生态牧场已经用上了恒温羊舍、智
能数控、线上监控等高科技手段，高效地对滩羊进行定制
化数据分析，滩羊养殖由传统养殖向自动化、智能化养殖
迈进。在宁夏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支持下，盐池县制
定了《盐池滩羊商品羊判定》等 28 项产业规程，研发出
滩羊基因鉴定（SNP）技术与盐池滩羊养殖专用中草药
包中试产品等，2021年盐池县滩羊饲养量 322.7万只，羊

肉产量 2.86万吨，规模化养殖比例达 66%，对群众增收
的贡献率超过 80%。

今年遭遇干旱天气，然而冯记沟乡马儿庄村却不为灌
溉用水发愁，这得益于该村新建的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发
挥泵站、水肥一体化、测控一体化闸门、自动化控制一体化
智能管理系统等作用，通过精确感知、远程传输和智能分
析，实现了省水、省肥、省工和增效。通过多年大力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运行多种管护机制，
盐池县走出了一条农业节水增效、工程运行良好、灌区可
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截至目前，盐池县相继建成了扬黄灌区、库井灌区、旱
作补灌区三大高效节水灌溉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6万亩，占全县灌溉总面积的 98%以上，每年节水 1200万
立方米、节肥 1850吨、解放劳动力 4800余个，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占比 69%，增收 1.3亿元，该县成功入列“全国高效
节水灌溉示范县”。

盐池县支持企业牵头组建研发机构、承担科技项目、
开展技术改造，先后成立中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研习
院、滩羊产业研究院等创新平台 10个，合作实施科技项目
40余项，输出肉类充氮保鲜技术、饲草及草原改良等创新
技术40项，技术合同成交5000万元。

大力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盐池县R&D投
入强度达 1.25%，年平均增速达 50%，本级财政研发投入
年增速超 30.5%。“近年来累计兑现企业创新驱动奖补资
金 5100余万元，发放‘宁科贷’1700万元，全县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 58%。”盐池县科技局局长屈昊介绍，截至目前，
该县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家，自治区农业高新技
术企业2家、科技小巨人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

站在盐池县王乐井乡孙家楼生态修复项目区，极目远
眺这片草长莺飞的草原景色。曾经严重沙化的沙窝子，如
今已长满了二三十厘米高的蒙古冰草、白沙蒿、沙打旺等
绿色植物，它们把沙土牢牢锁住，将绿色铺满大地。“生态
修复前，这里简直没法住，春天一刮风，门都开不开，到处
是数十米高的沙丘。”孙家楼村村民孙忠说，现在生态变好
了，群众也能安居乐业了。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多年来，盐池立足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等实际，组织实施围城造林、天
然林保护等一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完成半荒漠地区抗逆
树种选择、沙漠化土地综合整治试验等省部级以上科技项
目10余项，荒漠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驱车在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沿途沙丘被厚
厚的植被覆盖：榆海漫漫，樟子松挺拔，杨树林内点缀着大
大小小的湖泊，沙鸥翔集。“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
10多年，共完成投资 3.8亿元，修建水源补充渠道 21.8千
米，完成造林 1.3万余公顷，完成封山育林 1.6万多公顷，使
荒漠草原——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盐池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官渊博说。

走进盐池县农牧科学研究所，占地四五百亩的农业试
验示范区内，种满了沙芦草、苜蓿、牛枝子等上百种牧草，
并按照育种区、对比区、繁育区、选种区、推广区等进行系
统性布局。“先后与北京林业大学、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
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等院校先后实施了半荒漠
地区抗逆树种选择、盐池沙漠化土地综合整治试验等多项
科技攻关课题，为宁夏乃至全国 300毫米左右降水区域的

沙化土地治理积累了经验。”该所所长彭文栋说。
该县积极推广干旱带流动半流动沙丘草方格固沙种

树种草（灌木）治沙技术，建成哈巴湖等省部级以上防沙治
沙综合治理示范区 21个，探索出了“草为主、灌为护、零星
植乔木，封为主、造为辅、重点抓修复”的防沙治沙模式。
境内 200多万亩沙化土地全部得到有效治理，100亩以上
的明沙丘基本消除，年扬沙天气由 10年前的 54次降为 10
次左右。

坚持“封飞造”并举、“乔灌草”搭配，实施长城旅游观
光带、环城 10公里生态圈等一批生态工程，成功打造宁夏
规模最大的现代草畜产业带。截至 2021年底，盐池县林
木保存面积达 374.6 万亩，天然草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
50%以上，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到
27.41%和58.5%，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经过 30多年坚持“生态立县”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
底，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从昔日“黄沙窝”
到现在“绿家园”、从生态“最大劣势”到“最大优势”的三个
历史性逆转，先后获得全国防沙治沙先进县、全国绿化先
进县、全国林业科技示范县、国家园林县城等荣誉称号。

“盐池县始终站在国内现代防沙治沙技术的前沿，充
分运用原创‘麦草方格’+灌木（草）防护+零星种植乔木等
现代治沙技术，使得毛乌素沙漠的流动性沙丘变为固定沙
丘直至被改造提升。多年坚持防沙治沙肯下‘血本’，‘十
三五’期间，盐池累计投工投劳 20余万人次，投入资金 3.2
亿元。”官渊博说，今朝盐池有绿水青山更有鸟语花香，筑
就了宁夏东部绿色生态屏障。

宁夏深燃众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液态提氦项目。滩羊之乡，多彩盐池。

为产业发展植入“科技芯片”

生态治理搭上“科技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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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在种植基地村民们在种植基地
采摘黄花菜采摘黄花菜。。

““互联网互联网++教育教育””让城乡让城乡
孩子孩子““同上一堂课同上一堂课”。”。

““互联网互联网++医疗医疗””让农村让农村
患者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患者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夏日的盐池县满目葱茏夏日的盐池县满目葱茏。。

盐池县高效节水灌溉农业面积达46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