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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奋斗精神，激励动员广大公务员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表彰一批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在广泛
听取意见、开展考察和评选推荐的基础上，经自治区党委研
究确定第六届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30名和“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集体”15个，作为拟表彰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予以

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1月 4日至 11月 10日（5个工作
日）。在此期间，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可采取写信、打电
话或来访等方式，向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同时
请告知或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以利于
调查核实和反馈情况。接受电话和来访时间为公示期每天
8:30—12:00，14:00—18:00。

公示电话：（0951）12380

通信地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报中心转全区“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邮编：750066
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11月3日

关于第六届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一、“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拟表彰对象（30名）
王 芳（女） 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

科员
李 晶（女） 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党工委书记，区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马 莉（女，回族） 灵武市梧桐树乡党委书记、四级

调研员
李海燕（女） 银川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一级检察官
冯 伟 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区分局副局长、一级警长
马 超（回族） 银川市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文东（回族）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胡慧敏（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兼）
王 霞（女，回族） 平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程艳芳（女） 石嘴山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科科长、一

级主任科员
马宁昌 石嘴山市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
马克凤（女，回族） 吴忠市利通区马莲渠乡党委副书记、

三级主任科员

陈树华 青铜峡市裕民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王 浩 青铜峡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

一级警长
韩 芬（女）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

长、一级法官
李 刚 吴忠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四级调研员
雷富仓（回族） 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员
马爱萍（女，回族） 西吉县马建乡党委书记、一级主任

科员
杨志胜 隆德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理事

长、四级调研员
高应广 彭阳县古城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武 芳（女） 固原市政务服务中心效能督查科科长
张宏霞（女） 中宁县残疾人联合会三级主任科员
黎恩生（回族） 海原县海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景学杰 中卫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党晓伟 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

队大队长、四级警长
鲁志成 中卫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一级主任科员

马小涛（回族）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处处长
张 磊（女）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
李国强（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处长
董 莹（女） 宁夏女子监狱六监区监区长、三级警长
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拟表彰对象（15个）
永宁县人民法院闽宁人民法庭
永宁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银川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野狼突击队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党委
石嘴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铜峡市信访局
盐池县盐州路街道办事处
固原市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西吉县司法局将台堡司法所
隆德县凤岭乡党委
中卫市沙坡头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中卫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改革办公室
自治区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

第六届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拟表彰对象名单

本报讯（记者 张瑛）11 月 2 日，记者从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获悉，宁夏“三区三线”划
定成果已于近日正式启用，划定耕地保护面
积 1753.83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424.19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 1802.21万亩，城镇开发
边界222.96万亩。

“三区三线”是指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
镇空间三种类型的国土空间，以及分别对应
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科学划定“三区
三线”，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也是理
顺规划体系、实现“多规合一”的基础，更是事

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大事。
今年 5 月，我区启动“三区三线”划定工

作，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顺序，以 2020 年国
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通过逐个图斑比对
分析，逐个地块核实信息，逐个项目落实位
置，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优化完善
生态保护红线，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形成
全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宁夏“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在落实国家下
达任务的基础上，优化了三条控制线空间布
局，衔接落实全区“十四五”产业发展、生态环

保、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 11类规划及交通、
能源、水利 1170余个项目用地需求，为“六新
六特六优”产业、重大项目、城镇和产业发展
等预留了建设空间，在守住国土空间安全底
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严守耕地红线、最大范
围优化生态保护格局、最大限度预留发展建
设空间、最大力度解决矛盾冲突问题。

在“三区三线”管控和应用方面，宁夏将
以划定成果为基础，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实施，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分解下达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
界指标任务。做好指标传导和空间传导，进

一步优化全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引导
形成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同
时，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建立健全分类
管控机制，加快完善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准
入和转用许可规则，持续推进建设用地审
批和规划许可“放管服”改革，构建与“三区
三线”管控要求相适应的建设用地审批制
度，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严格“三
区三线”监测监管，严守永久基本农田和生
态保护红线，强化城镇空间节约集约用地导
向，提升用途管制效能和服务水平，增强发展
空间保障能力。

宁夏“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正式启用
划定耕地保护面积1753.8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424.19万亩，生态保护红线1802.21万亩，城镇开发边界222.96万亩

本报讯（记者 周一青）11 月 3 日，记者
从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了解到，为有效发挥“数
字战疫”作用，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组织对宁夏
防疫健康码系统有关功能进行新一轮优化升
级，11月2日23时后，“我的宁夏”政务App健康
码页面增加了 48小时内核酸采样记录查询，
支持24小时内多次核酸检测报告结果展示等。

据介绍，根据我区疫情防控要求，入宁人员
需开展“落地双检”。但之前“我的宁夏”政务
App 健康码页面没有采样记录，导致大货车
司机在经过全区各交通卡口时，因上一次核
酸检测结果未出，而需要重复进行核酸检测，

降低了通行效率。为此，“我的宁夏”政务
App在健康码页面增加 48小时内核酸采样记
录查询，方便交通卡口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查
验是否完成核酸采样，减少现场采样次数，极
大方便了大货车司机区内通行。同时，在 48
小时核酸检测结果展示基础上，增加了 7 天
内核酸检测结果展示，并按照时间倒序展
示。这一优化主要解决各地机场、车站卡
口等场所，在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政策
出现变化时，72 小时内或更早核酸检测结
果无法显示的问题，将更加便利疫情防控工
作和群众出行。

为解决大货车司机、赴外地出差等人员
一日做多次核酸后，到达目的地防疫健康码
只显示当天一条核酸检测结果，导致“检而无
法用”、需要重复进行核酸检测等问题，“我的
宁夏”政务 App 增加了同一天多次核酸检
测结果全部显示功能。为解决群众每日健
康打卡过于频繁，给群众工作生活带来不
便的问题，本次优化时，将“每日健康打卡”
提示改为“健康打卡”标题，在内容提示中，
告知用户应在 3 天内进行一次打卡，否则在
被赋黄码或红码到期后，无法转为绿码，既符
合国家健康打卡要求，又为群众及时转绿码

提供了便利。
此外，为解决用户红码、黄码赋码原因查

询不清楚的问题，促进区域人员核酸检测“应
检尽检”，“我的宁夏”政务App将赋码原因中
的“入宁人员”改为“健康监测”，“落地即检”
改为“应检未检”，并在健康码页面展示，用户
可自行查询红码、黄码赋码原因说明。

下一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将继续广泛
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主动回应人民群众
关切，会同卫健、公安等相关单位，深度优化

“我的宁夏”政务 App防疫健康码功能，为全
区疫情精准防控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我的宁夏”政务App健康码系统进一步优化升级
增加48小时内核酸采样记录 可查询红黄码赋码原因

10 月 31 日，步入晚秋的六盘山区迎来
了大好晒秋时光。

隆德县联财镇恒光村扶贫车间赶时间
生产粉条，上料、和面、拉条、捞粉、晾粉……
所有工序在流水线上一气呵成。每天下午，
六七名工人动作娴熟地将冻硬的粉条挂在
晾晒架上晾晒，也“晒”出了恒光村的幸福生
活图景。

“逢年过节，家里的亲戚、小孩、老人都喜
欢吃粉条，我经常动手做一些。因为熟悉制作
粉条流程，又恰好赶上村里的扶贫车间招工，便
去车间长期务工。平时也就做一些捞粉、晒粉
的活，一年干到头能收入近3万元。”移民谢霞
说，丈夫也做粉条生意，每年利润在5万元左右。

近年来，恒光村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
贫、社会保障、联农带农等政策措施，让全村
近一半移民群众通过劳务、土地流转及蔬菜
种植等方式增加收入。

“以前，家在山上住着，生活、居住条件
都不如现在。”移民徐建飞说，今年山下种了
2棚辣椒，市场行情比较好，应该能有个不错
的收入。

“今年，我们村 730人外出务工，人均年
收入预计达到 15000元左右；流转土地 4664
亩，人均收入 790 元；全村有蔬菜大棚 813
栋，带动 150余人次就地务工。”恒光村党支

部书记高军元说。
今年，隆德县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并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在巩固深化“一户一策”

产业帮扶和联农带农机制的基础上，引导移
民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等方式增收致
富。同时，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完成移民劳

动力就业 3634人，培训 782人。实施安置区
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改善移民
生产生活环境。

一个移民村的幸福生活图景
本报见习记者 姬 禹 文/图

晾晒粉条。

“阴霾散去我还想与你拥抱……”连日
来，一首名叫《回报》的歌曲在抗疫一线广为流
传，温暖所有抗疫战士的心。这首原创歌曲由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高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宋
浩谱曲，中卫市影视家协会会员李建明作词。

“志愿者、医护工作者的勇气与坚持让人深受感
动，谱曲仅用了4个小时，一气呵成。”宋浩说。

面对疫情，中卫市宣传文化系统开展
“艺”起战疫、以“艺”抗疫主题活动，先后创作
音乐、诗歌、朗诵、舞蹈、书法、绘画、摄影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4700余件，凝聚起澎
湃的抗疫力量。

中卫朗诵艺术协会主席任红玉积极响应

中卫文联以“艺”抗疫倡议，发动协会会员和
广大朗诵爱好者参与疫情防控，用声音传递
抗疫力量，凝聚抗疫合力。

“以诗言志，助力抗疫。作为一名基层文
艺工作者，为抗击疫情贡献文艺的力量是我
应该做的。”任红玉说。

中卫市文化志愿者找准着力点，在云端
为群众送上文艺服务，将现场展示转为网络传

播，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公益文化课程
与服务。通过积极创作文艺作品，中卫宣传文
化系统向公众普及宣传疫情防控知识，颂扬抗
疫一线感人事迹，引导群众科学防范疫情。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记录新征程的伟大成就，把握新征程的铿锵脉
动，创作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中卫市委宣传部文化科副科长康娟娟说。

中卫：4700多件文艺作品凝聚抗疫力量
本报记者 何耐江

本报讯 11月 2日 0—24时，全区新增确诊病例 2例，中卫
市 2例（沙坡头区 2例为自治区外输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6
例，银川市5例（金凤区4例，永宁县1例为自治区外输入），固原
市1例（泾源县1例为自治区外输入）。无新增疑似病例。

自 2022年 9月 20日以来，截至 11月 2日 24时，全区现有确
诊病例4例，无症状感染者22例。

11月2日全区新增确诊病例2例
无症状感染者6例

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有了‘手艺’，到哪儿上班心里都
有底气。”11月 2日，在固原市一餐厅从事中式面点工作的马文
霞坦言，经过技能培训，自己的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

初中毕业后，马文霞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一直在餐厅后厨
从事打荷工作。“换了好几家餐厅，收入始终不高。”今年得
知固原市组织中式面点师培训班，马文霞积极报名参加。经过
20天的理论和实操培训，她通过考核取得中级中式面点师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今年以来，固原市始终将稳就业、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前
三季度，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8597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1.29
万人，实现转移就业收入 65.48亿元；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
业 428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0161万元，培育创业实体 1765
户，创业带动就业7246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29万人次。

固原市原州区创新推出“互联网+就业”的“直播带岗”服务
就业创业模式，采用“企业介绍+线上答疑+直播选岗”的形式，
定期直播开展政策宣讲、“屏对屏”推介优质岗位、“一对一”提
供就业创业指导，就近方便求职人员选择岗位。目前，开展直
播带岗 147场次，参与企业 303家，提供就业岗位 8671个，咨询
信息 1910次，推荐就业人数 1462人。隆德县打造红崖社区移
民安置区零工市场，采取“政府扶持+人社指导+三方运营+务工
群众”的模式，建立企业用工、劳动力就业需求清单，设立劳务
服务大厅，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免费为用工单位和务工人员
提供就业政策、职业介绍、求职登记、招聘洽谈等就业服务，每
天有近300名灵活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固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采取“免申即享”方式，为
672家企业涉返还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749.35万元，累计发放失
业保险及失业补助金 4052人次 2271.31万元，兑现灵活就业人
员社保补贴 3138人 875.24万元。为 1430名毕业生发放一次性
求职创业补贴322万元，落实中小微企业、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
贫劳动力一次性补贴 80.4万元，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交通补贴
1684人 29.09万元、一次性务工奖补和稳岗补贴 10306人 583.45
万元；兑现一次性创业补贴111人106.86万元。

固原多管齐下稳就业促发展

11月 1日，走进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连片的拱
棚错落有致。种植大户丁万平和村民们正忙着除草摘果，他承
包的 6座大棚里种着茭瓜、西红柿等，红的绿的都冒出了头，长
势喜人。

“这些棚是全自动化日光温室大棚和大拱棚，种植时对温
度的要求比较高，把握好温度后科学管理，蔬菜长势都很好。”
丁万平说。

2013年，丁万平成立石嘴山市惠农区绿康丰家庭农场，随
着种植水平和经验的提升，他成为村里有名的“技术流”，承担
着村合作社大棚的技术指导工作。“前些年我向农机站的技术
员学习了一些种植方法，现在也算是用技术反哺乡亲。”他拿着
茭瓜说，“在棚里种这些蔬菜，主要是为了让地更肥沃，为明年
种甜瓜打基础。”

随着丁万平来到村合作社的日光大棚，眼前也是一幅田园
画卷：温棚内绿意盎然，高高的支架上挂满了西红柿，李岗村党
支部书记邹金虎和村民们边忙着拔草，还唠上几句家常，不时
传来阵阵笑声。

“这几个棚种了芹菜、香菜、草莓等，茭瓜、香菜和菠菜已经
上市，再过 20多天西红柿也要上市了，作为保供菜直接向惠农
区各大超市供应。”邹金虎笑着说。

李岗村种植瓜果历史悠久，有“瓜菜之乡”的美誉，2015年
被确定为国家级科技园区、露地瓜菜核心区。2020年，通过争
取乡村振兴资金 100万元搭建大棚 121座，发展瓜菜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

“以前我们的西瓜量大但销售期短，每斤才卖几毛钱，现在
产业发展兴旺，西瓜提前20多天上市，不仅延长了销售期，有些
拱棚的瓜甚至能卖到 1斤 5元仍供不应求，今年村里已计划扩
大种植规模。”邹金虎说。

如今，李岗村注册的“李岗·永红”等 3个瓜菜品牌广受好
评。2021年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李岗西甜瓜”入选全
国第三批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并获国家地理标志，当年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达到25.7万元。

种下小绿苗，长出大“金果”。李岗村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发
展特色产业，产业兴旺、集体获益、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只是惠
农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

今年，惠农区多举措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积极组织申
报扶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选定燕子墩乡燕子墩村秸秆
饲料加工车间建设等 4个项目开工建设；确定 39个“一村一年
一事”项目，争取相关单位和相关项目支持；积极培育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认定和推荐星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辖区农民合
作社累计达 139 家、家庭农场累计达 139 家；严格土地流转管
理，备案流转亩数 909.93亩；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登记，累计审核登记抵押贷款 3笔 36万元，农村家庭承包经
营权抵押贷款1406笔7621万元。

瓜菜丰收，农民忙出幸福感
本报记者 李 良 见习记者 张适清

11 月 1 日，在银川市兴庆区北塔湖畔，五彩斑斓的秋色，静
美如镜的秋水，吸引众多红嘴鸥前来“赏景”、觅食，市民也纷纷
驻足，享受醉美秋色。 本报记者 丁建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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