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日，银川怀远文旅观光夜市人头攒动。 本报见习记者 张璞 摄 景致优雅的泾源县精品民宿香水风情堡。 （图片由泾源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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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党积极担当作为 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总值班编委 张 虹 黎 明 本版首席编辑 马 骏 版式设计 何亚男●

本报讯（记者 马晓芳）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5月 4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梁言顺结合主题教育到
北方民族大学开展调查研究，看望在校教师
和青年学生，参加“中华文化传播月”主题活
动，向全区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的
祝贺，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弘
扬“五四”精神，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刻苦学习、
苦练本领，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实干
家，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宁夏青春力量。

梁言顺首先来到设计艺术学院展厅，参
观“石榴花开——‘三全育人’工作展”，对学
校坚守民族院校初心使命，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员、全程、全方位大抓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青年学生心中播下民
族大团结种子的做法及成效给予肯定。在

“碳基先进陶瓷制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梁言顺实地察看实验室建设、产品
展示，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方民族大学双聘
院士何季麟就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探讨交流。他说，宁
夏作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对跨越发展的作用
尤为关键，我们要按照总书记视察宁夏时指
明的路子，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用好何季
麟院士这样的宝贵财富，把他们的引领带动
作用发挥出来，招才引智，吸引更多科技型、

创新型专家人才助力宁夏追赶超越，在更多
领域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今年，北方民族大学将 4月确定为“中华
文化传播月”，开展以“道中华之美 美中华之
道”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进一步增强文化
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年节之
际，主题活动开展正酣，学生们精心准备的

“学用新思想 奋进新征程”五四青春诗会正
在紧锣密鼓彩排中，梁言顺走进大学生活动
中心，和大家一起观看节目。彩排间隙，师生
们纷纷围拢过来，看到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活
力的笑脸，梁言顺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自己

的大学时光。他说，总书记对青年高度关注、
非常关心，每逢“五四”青年节都要寄语广大
青年。今年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
院的学生回信中，要求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当代大
学生生逢盛世，有幸在新时代学习、工作、生
活，希望大家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传承发扬

“五四”精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刻苦学习进步，丰富
人生阅历，练就过硬本领，不负韶华、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自治区领导雷东生、马宗保参加。

梁言顺在北方民族大学调研并寄语全区广大青年

牢记总书记嘱托弘扬“五四”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宁夏青春力量

“100吨！”在反复测算确认无误后，中卫市沙坡头区东
园镇金沙村党支部书记周学红看着计算器上显示的数字，
长舒了一口气。

“五一”前，记者前往金沙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周学红
告诉记者，100吨是金沙村即将建成的玉米烘干塔小仓储
项目的预计日处理量，投产后将彻底解决群众长久以来玉
米无处晾晒的问题。

金沙村是移民村，全村共 535户 1898人，村民由 20世
纪八九十年代来自甘肃省、我区固原市等地的自发移民，以
及 2017年来自海原县的新移民共同组成。玉米种植是金
沙村支柱产业，全村种植玉米4000亩，年产量达4000余吨。
然而，玉米晾晒问题成了头痛事。

“没有专门的场地，在院子里、村道上甚至公路上晾晒，
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种植户周学金说，每年堆放在院
里的玉米，被老鼠啃的、雨水泡的、发霉变质的不在少数。

近年来，玉米价格行情持续坚挺，如何让金灿灿的玉米
变成实打实的钱，装进村民的钱袋子，成了金沙村亟待突破
的“瓶颈”。

对此，金沙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多方考察后，在降低玉米耗损、提升储备能力上打起“算
盘”，于是，他们利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100万元资
金，实施玉米烘干塔小仓储建设项目。

“玉米烘干塔不受气候、场地影响，玉米收获后不用等，
直接进烘干塔，24小时能烘干 100吨，可以保证群众随收、
随烘、随卖，再也不用四处找晾晒场，也不怕下雨了。”周学
红说，烘干塔不仅可以解决玉米收储问题，还会带动更
多村民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经济效益。 （下转第四版）

金沙村的掘金之路
本报记者 王文革

本报讯（记者 陈瑶）日前，记者
从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获悉，
一季度，我区存贷款总量双双突破
9000亿元，增量均创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信贷结构更加优化，企业融资成
本持续下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作用显著。

数据显示，3月末，全区人民币存
款 余 额 9079.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3%，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季度
新增人民币存款 614.34亿元，同比多
增 67.98亿元，增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3 月末，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
9444.28 亿元，同比增长 10.0%，较上
年末加快 2.7 个百分点，时隔 5 年，重
返两位数增长；一季度单月增量连续
突破百亿元，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
558.92 亿 元 ，是 上 年 同 期 增 量 的
1.9 倍，增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聚焦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金融服务重点领域成效突出，绿
色金融、科创金融持续发力。”中国人
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处
长王青介绍，3月末，全区中长期贷款
同比增长 14.9%，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4.9个百分点，有效满足了企业中长期
投资和个人合理住房需求。重点行
业贷款投放力度明显加大，3 月末全
区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 1142.83亿
元，同比增长 13.2%；全区工业贷款余
额 2761.77 亿元，同比增长 13.0%，一
季度新增 245.00 亿元，其中电力、热
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新增
贷款是上年同期增量的 2.4倍。薄弱
领域贷款增势强劲，3月末，全区私人
控股企业贷款余额、涉农贷款余额、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速分别比各项
贷款增速高 3.7个、0.7个和 8.3个百分
点。另外，3月末，高技术制造业贷款
和绿色贷款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48.5%和 29.7%。科技创新领域，3月
末，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7.6%和 15.4%，均明显高于各项贷款
增速，两类企业贷款覆盖率达到了76.7%和53.9%。

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下行，企业贷款利率降至历史最
低。据介绍，今年该行持续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
作用，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推动贷款利
率明显下降。3月，全区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16%，
同比下降 0.62个百分点，其中，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43%，同比下降0.71个百分点，两者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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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唯）4月 25日 10时，银
川市西夏区文昌南路一侧的典农 220千伏输
变电工程施工现场，1号主变压器已安装完
毕。经过 40多天加紧施工，变电站已初现雏
形。得益于我区自然资源部门资源要素

“批、供、用”全流程效率的提高，作为宁夏首
个全户内 220 千伏变电站，典农 220 千伏输
变电工程在前期用地审批过程中，流程压缩
一半，工程建设数次刷新“进度条”。

该项目于 2021 年年底开始办理前期手
续，次年 4 月正式入场。国网银川供电公
司发展策划部王鹏飞对审批核准流程的速
度之快印象深刻：“一般走完选址、用地及
供电线路路径批复和项目核准等手续大
概得半年，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银川
市自然资源局和银川经开区管委会将这
些手续‘串联’改‘并联’，所有手续在 90 天

内就办完了。”
“去年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一揽子政策

措施，持续简化用地预审程序。”自治区自然
资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区明确对自治区
重点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不得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已办理
用地预审、取得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项目，
可以申请先行使用土地。如果企业相关要
件齐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会在 5个工作日
内完成先行用地审查批准。

自今年起，我区自然资源部门坚持把
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持续

提升资源要素供给能力。在守住底线、节
约集约的同时，紧盯自治区重点产业发
展、重大项目建设，牵头成立土地要素保
障工作专班，健全完善重点项目审查“绿
色通道”，与发改、交通、水利等部门建立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协调各市、县
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建立《2023 年度自治区
重点建设项目服务保障台账》等台账管
理，实时调度更新、销号管理，并通过深入
各市县开展用地审批调研，及时掌握各重
大项目建设节点和用地审批服务进度，对
重大项目用地服务保障做到主动作为、心

中有数。
“今年我们将继续完善先行用地、承诺

制、容缺受理等措施，确保重点产业、重大项
目快报、快审、快批。”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
关负责人说，我区将进一步规范重大项目用
地清单，以国土空间规划和真实有效的项目
落地作为配置土地计划的依据。持续完善

“增存挂钩”工作机制，按照“基础指标+盘活
指标”方式下达土地计划，强化省级土地利
用指标统筹，积极推动土地资源要素向优势
产业、优势地区聚集。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蹲点调研第三小分队）

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 审批流程串联改并联

宁夏建设用地保障“提挡加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念兹在兹，多次到高校考察调研，多
次同青年代表座谈、与青年通信，对青年寄予厚望。

新时代青年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追逐梦想。

科技小院里练就兴农大本领

总书记的嘱托“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
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今
年 5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
回信。

青春故事“总书记的回信，充满了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

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农业强国建设作贡献的决心。作为新时代
中国青年，我们一定扎根基层，用知识和技术服务农民。”吴依
曼激动地说。

今年 25岁的吴依曼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专业研究生，按照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模式，吴
依曼的学业主要在河北省曲周县王庄村完成。

“这几天都泡在农田里。”吴依曼“五一”没有休息，除了日
常的学习和研究，她每天都要去村外的麦田察看小麦长势，指
导种粮大户用无人机进行田管作业。

眼下正是北方小麦生长黄金期，吴依曼和几个研究生同学
天天忙着进行农田管理。吴依曼说，前段时间出现了连续降
雨，雨后田间湿度大，很容易出现病虫害，如果疏于管理，粮食
产量就会受影响。

（下转第四版）

牢记总书记嘱托 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

本报讯（记者 王刚）5月 3日，记者从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
全区各地文化场馆、景区、乡村旅游点等人
气持续攀升，迎来了今年首个客流高峰。据
统计，“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478.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7.95%，按可比口径恢复
至 2019 年同期的 156.17%；实现旅游收入
30.36 亿元，同比增长 527.27%，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488.37%。

文化过节人气足。全区各级公共文化
场馆开展了一系列文艺演出、文化讲座、展
览展示、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吸引观众走
入场馆看展览、赏好剧、读好书。全区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五一”假期接待
市民及游客18.07万人次。

夜市经济人气旺。“五一”假期，全区旅
游休闲街区共接待游客 203.63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 1.42 亿元。银川怀远文旅观光夜
市 4月 30日和 5月 1日连续 2天单日接待游
客超过 18万人次。兴庆区敬德街旅游休闲
街区 5天揽客超过 20万人次，阅彩城宁夏观
光夜市假期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35%，中卫市
沙坡头区向阳街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

旅游产品结硕果。统计监测显示，“五
一”假期，全区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累计接待
游客 228.4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12 亿
元。其中，银川市发布了 30余条“五一”乡村
游、酒庄游、近郊游等精品旅游线路；石嘴山
市推出诗意乡村休闲度假游、贺兰山下怀旧
体验游等 4条精品线路；吴忠市推出看黄河
文化、观长城古堡、听红色故事、寻塞上乡
情、品葡萄美酒、吃吴忠美食精品线路；固原
市推出长征精神感悟游、长城丝路文化游、
田园梯田乡村游、非遗文化民俗游，让游客

在旅行中感受六盘山的魅力；中卫市推出
3天 2晚旅游攻略和大漠星空主题自驾赏花
之旅线路，让游客体验黄河文化的魅力、大
漠星河的浪漫。

精彩活动迎客来。全区各地先后开展
了 46项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打卡。银川市开展了“百村千碟 寻味银川”乡
村美食大比拼、“大河传承古城新韵”中华优秀
传统服饰文化展示等16项“文旅+”活动，日均
吸引游客超5万人次。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
路跑（花季赛）、怀远夜市红酒街华服艺术节、阅
海水上公园水幕灯光秀等活动，短短几天假
期，就吸粉上百万游客。2023中国面食博览
会暨第三届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再次擦亮
了“游在宁夏 吃在吴忠”的亮丽名片，截至
5月1日，吸引客流143.6万人次，累计销售额
达3.95亿元。

“五一”假期宁夏接待游客478.8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0.36亿元 同比增长527.27%

七版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系列述评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