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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重点，以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抓重点补短板，抓统筹促提升，
加大帮扶力度，促进农村居民、脱贫人口收入稳步增长，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同时，我区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实施移民致富提升行动，聚焦解决好产业、就业和社会融入三件事，推进实施了一批补短板、
强基础、促提升、惠民生的好项目，移民地区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整体面貌进一步改善、民生水平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进一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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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乡村：宜居宜业新图景

初冬，农村的夜越发宁
静。但这几天，到了晚上 11时
多，海原县西安镇西安村就业
帮扶车间灯火通明，电动缝纫
机的“嗒嗒”声响成一片，工人
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电脑制版、裁剪、开兜、合
大身、滚领……40多位女工熟
练操作，一件件服装在她们灵
巧的手中快速成型。“这是出
口 日 本 的 外 贸 订 单 ，总 共
12300 件棉服，要赶这个月底
交货。”帮扶车间负责人马彩
霞说。

脱贫户张彩荣已在这个
帮扶车间工作了 2年。过去家
庭贫困的她自从进了帮扶车
间就业，每月可增收 3000 多
元。“这份工作多劳多得收入
好，又在我们村里，家门口就
业还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

马彩霞从 14 岁开始学裁
缝。多年来，她一直在服装私
人定制行业摸爬滚打，还到成
都等地学习服装设计、电脑制
版等技术，并在海原县开了服
装定制店。2020年以来，在政
府的扶持下，她先后接手西安
镇薛套村和西安村两个帮扶
车间，从事服装生产。

目前，马彩霞经营的 2 个
帮扶车间共有员工 113 人，其
中脱贫户 30 人。今年完成服
装生产 4 万件，创收 480 万
元。“县上每年还为工人发放
务工补贴，人均 5400 元，给车
间补贴电费、采暖费，让我特
别有信心干好这个帮扶车

间。”马彩霞说。
在海原县高崖乡香水村，最近杨鹏程正为帮

扶车间搬迁的事忙得不亦乐乎。
在香水村杨鹏程家的屋子里，一个专门制作

酥饼、千层饼等特色西北面点的食品加工厂正在
日夜生产。虽然厂房不大，但产量惊人，拥有 4个
注册商标，年产面点 1250万个。这就是杨鹏程近
10年来奋斗的“家底”。

“即使这么大的产量，市场上仍然供不应
求。”杨鹏程曾不止一次想过扩大厂房，占领更大
市场，但因为没有更多资金和场地，他一直无法
实现扩大企业规模。今年 10月，海原县将他这个
小企业定为帮扶车间，提供了 1000多平方米的厂
房用于经营，水电暖完善，而且前 3年免房租、后
3年房租减半。杨鹏程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此前，杨鹏程有 30 个工人，月工资每人
2600 元。小作坊升级为帮扶车间后，在务工等补
贴政策助力下，仅仅 1个多月，他就吸纳当地群众
就业增加至 43人，月工资标准每人达到 3000元，
人均工资涨了500元左右。

脱贫户杨发、李志梅夫妇都在杨鹏程的食品
厂上班。李志梅是面点操作工，杨发则开车送
货。李志梅说，“车间离家就 200米，挣钱顾家两
不误，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海原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李文林介绍，该局
计划将杨鹏程食品厂列入 2023年闽宁项目进行
改造，投资200万元，带动稳定就业60人。

海原县帮扶车间分布在城乡各地正常运营
的有 30家。连日来，该县向符合条件的帮扶车间
兑付就业补贴821人253.48万元。

近日，泾源县香水镇思源村纺织产业 2号
扶贫车间内，100多名工人正同时赶工。

“3 年前，最发愁的就是三个孩子的生活
费。难得只能向亲戚朋友借。现在一个月能
挣 4000多，借的钱也慢慢还清了。”在缝纫机上
赶制背包的马玉兰说。

马玉兰打心眼里珍惜这份工作，每天提前
1 个小时到车间，只要手快，一天能做 300 至
350 个包，工资拿得比别人多。加上家里 6 亩
玉米地的收入，生活费充足。

压片是做包的基础步骤，马玉兰手里的包
片是同车间的伍金明压出来的。“机器一道下
去 50张是一毛五，一个月裁剪 180多万片，能
做 10 万个包。加上全勤工资，最高拿过 8000
元的月工资。”一旁堆积如山的包片就是伍金

明家这个月的收入来源。
他们所在的宁夏泉祥户外纺织用品有限公

司与泾源县政府签订协议，于2019年7月启动车
间建设。截至目前，已运营4个扶贫车间，吸纳当
地群众400多人就业，人均月工资2700元左右，
受益贫困群众近1000人。

旁边的4号厂房里，机械声轰鸣。宁夏巨华

运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带动当地160多人就业，
其中脱贫劳动力69人、劳务移民8人、残疾5人。
马玉兰们“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的愿望在闽
宁协作、结对帮扶、产业扶贫项目中得以实现。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泾源县立足
资源优势和群众需求，催生了一批从泥土里生
长出来的产业。推行“政府+企业+车间+农户”

的发展模式，紧贴产业发展建设纺织、户外用
品、山泉水生产、文创产品、有机肥加工等帮扶
车间 43个。优先吸纳脱贫户、县内劳务移民和
监测对象就业 1339人，其中脱贫群众 641人，
人均月工资收入 2200 元，最高达到 6200 元。
实现了帮扶车间助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媳妇没有工
作，一家人生活比较拮据。如今在社区
的帮助下，我们夫妇在白土岗养殖基地
务工，收入稳定。”12月19日，灵武市城区
街道镇河塔社区的移民付宗仁告诉记者。

付宗仁搬迁到灵武后一直靠打零工
为生，妻子因身体原因，一直未能外出务
工，全家的生活重担压在了付宗仁身
上。镇河塔社区在一次与企业岗位对接
过程中，了解到白土岗养殖基地需要若
干对夫妻到消杀站负责消杀工作，正好
付宗仁夫妻符合招聘条件。于是社区主
动上门宣传、动员，最终将付宗仁、李勇
等 3对夫妻输送到白土岗养殖基地务工，
目前他们已经工作了 6个多月，每户月收
入9000余元。

镇河塔社区是灵武市最大的劳务移
民安置社区。移民致富提升行动开展以
来，社区党总支把促进就业作为最大民
生工程，用好老办法、推出新点子，全力
保就业促增收。镇河塔社区协调灵武现
代纺织产业园等大型企业6次进社区举办
招聘会，73人被现场招聘；组织200人次到
贺兰山奶业、亿能科技公司、宁东汇鼎物流
等企业体验式应聘，30人顺利上岗。

让移民在家门口也能干活赚钱。镇
河塔社区腾出一间办公用房，把新中绒
绒业有限公司待加工产品拿来，办起了
一个临时“小车间”。鼓励妇女利用闲暇
时间，大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到社区小车
间干零活，最多时车间吸纳移民务工 80
余人，让社区移民顾家挣钱两不误。

“没想到在家门口打工这么稳定，中

午回家还能给孩子做饭，什么都不耽
误。”34 岁的李娟以前在外面打工，收入
不稳定，孩子也照顾不上。如今，她在社
区加工车间已经工作了 2年，每个月收入
最少 3000 多元，最高 5000 多元，她对如
今的生活非常满意。

今年 4月，社区成立了“灵武城南工
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吸收 19户监测户

为首批职工。公司在承接小区绿化养
护、市政盲道砖铺设等工程上优先用工，
员工享受公司福利，年底还能从公司收
益中获得分红。

截至 11 月底，镇河塔社区移民劳动
力 4878 人 ，已 就 业 4274 人 ，就 业 率
87.6%，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3956.49
元，增幅20.84%。

“抓紧，开始收网了！”近日，在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枣香村“鱼菜共生”
设施蔬菜大棚里，技术员马建立一声令
下，等在养殖槽外的村民合力开始收
网。随着渔网面不断收窄，不时有鱼跃
出水面，等渔网收至养殖槽边时，村民们
分工合作，有的固定渔网，有的递上沥水
篮。马建立对活蹦乱跳的鲈鱼进行分
拣，他将体重不达标的小鱼放归养殖槽，
将重量达标的放进沥水篮。

枣香村迎来第一批“鱼菜共生”项目
鲈鱼大丰收。

“我们挑选重量在一斤二两到一斤
半的鱼进行售卖，重量达不达标，我掂一
掂就知道。”马建立说，“重量不达标的放
回去继续养，达标的转运到小鱼池里等
待出售。”

“本次‘鱼菜共生’项目第一批鲈鱼
预计出塘 4000尾左右，主要通过现场捕
捞和零售形式出售，单条售价 30元左右，
收益预计达到 10万元。”枣香村党支部书
记助理杨宏杰说。

目前，枣香村已安装 4套循环水养殖
设备并投入运行，生态种养使“养鱼不换
水、种菜不施肥”成为现实。通过科学的
设计，把水产养殖和传统种植这两种完
全不同的农耕技术完美融合，形成“鱼肥
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系
统。据了解，每套循环水养殖水体仅有
50立方米，能放 5000尾鲈鱼，密度大、效
率高，相当于传统鱼塘三亩至五亩的产
量。每栋温棚每季可生产水产品 1000公

斤至 1500 公斤，各类瓜菜 4000 公斤，单
季单棚效益可达3万元至4万元。

近年来，枣香村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运营
模式，发挥驻村第一书记水产专业技能
和村“两委”班子成员温棚种植专业技术
优势，形成“鱼菜共生”、体验采摘园、特
色水产养殖“三驾马车”的格局，打造集
试验示范、教学培训、参观采摘、休闲娱

乐、乡村旅游为一体的高标准现代智能
农业示范温棚园区。枣香村现已建成

“鱼菜共生”温棚 40栋，循环水养殖系统
13套，投放鲈鱼 17600尾，采摘园温棚 55
栋，种植火龙果、羊肚菌等新品种，打造
18 家各具特色的小型农家乐，特色水产
养殖建设蓄水池 2座、虾棚 21栋，村集体
预计增收 50万元以上，开辟出了盐碱地
上搞水产、兴采摘的致富增收新路子。

沿着吴忠市利通区五
里坡奶牛生态养殖园区的
道路开车穿行，只见一座
座现代化的养殖基地依山
而建，一栋栋安装通风、控
温、清洁系统的牛舍星罗
棋布，一头头体形健硕的
奶牛悠闲地沐浴着阳光。
这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奶产
业集群“矩阵”，引领利通
区向“高端奶之乡”的发展
目标阔步前行。

近年来，利通区围绕
奶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从
种植业、养殖业、乳制品深
加工到包装、印刷、物流等
生产链、区块链全线发力，
带动全产业链集群式发展，
不断强化品牌培育，形成龙
头企业与本土企业齐头并
进、双向发力的良好格局。

为了让奶牛吃好草，
该区鼓励和支持规模化养
殖场就近流转土地自种和
订单收贮饲草，推广种植
青贮玉米、紫花苜蓿等优
质牧草和“黑麦草+青贮玉
米”，促进种养一体化协调
发展。今年利通区种植优
质饲草 25.7 万亩，累计提
供饲草（含青贮玉米）89.11
万吨，实现产值5.3亿元。

每天早上 7时，扁担沟
镇同利村 300多名村民要赶往宁夏昊恺农牧
发展有限公司从事饲草加工、饲喂、挤奶、维
修和管理等工作，每人月平均工资 5000元左
右，高者过万元。“我在企业负责挤奶，每天工
作四五个小时。”该村村民廖子梅说，在这家
企业里，夫妻、兄弟、父子打工者比比皆是。

“目前我们拥有 1家公司、3个合作社和 6
个生态牧场，奶牛存栏 3万头，全部实现奶牛
性控繁殖、营养调控、精准化饲喂、机械化挤
奶、程序化免疫、生产性能测定、智能化管理
等关键配套技术的全覆盖。”宁夏昊恺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建国说，提供就业岗
位700余个，每年劳务支出3000多万元。

为了做强龙头、做大基地、做优品质，推
动奶产业向全链融合方向发展，利通区先后
高标准规划建设了五里坡和孙家滩 2个奶牛
生态养殖基地，配套完善了水电路、养殖废弃
物无害化处理和生物安全等基础设施，建成
规模养殖场 98家，奶牛规模化养殖比例达到
96%以上。今年利通区奶牛存栏 24万头，日
产鲜奶3100余吨。

引进培育伊利、新希望等大型乳品加工企
业，使区域内乳品加工企业达到8家，日加工鲜
奶能力5900吨，2021年利通区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产值达到 133亿元。“公司去年营收突破
100亿元，年产量突破100万吨，实际产能、年营
收、年产量三项指标均位居世界液态奶单体工
厂第一位。”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行政经
理黄成介绍，企业的稳健发展直接带动6万人就
业，间接带动全产业链40万人就业。

“五里坡奶牛养殖基地 4期和孙家滩鸽堂
沟奶牛养殖基地全部建成后，可新增奶牛 20
万头。预计 2025年全区奶牛存栏 35万头，年
产鲜奶 150万吨。”利通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不断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并完善全
产业链服务体系，为奶产业提供精准、高效的
社会化服务，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深度融合。

泾源县

让农民在家门口成为“蓝领”
本报见习记者 杨玉瑛 文/图

石嘴山市

“鱼菜共生”拓宽群众增收路
本报见习记者 徐 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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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区五里坡奶牛生态养殖基地的奶牛。

枣香村的鲈鱼丰收了。

移民妇女在家门口的手工车间务工。

宁夏泉祥户外纺织用品有限公司扶贫车间内工人
在赶制背包。

香水村帮扶车间内工人在加工食品。

灵武市

致富路上不让一个移民掉队
本报记者 张晓慧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