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晓慧）“项目预计 6 月
初完工。完工之后可立即投产，每年可加
工鲜活鱼产品 3.5 万吨，鱼附属产品 2.5 万
吨。”5 月 21 日，宁夏振宁渔业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金海斌说。该企业正在宁夏海吉星
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建设预制菜加工车间和
特色农副产品展厅等功能区。建成后，企
业将生产鱼丸、鱼饼等产品，销往西安、兰
州、拉萨等地。

今年以来，贺兰县立足县域实际和发
展优势，以打造冷凉蔬菜预制菜产业集
聚区为主线，带动淡水鱼、枸杞、牛羊肉
等特色农产品原料向净菜、初加工、半成

品、成品延伸。加快推动预制菜产业发
展，全力打造全区预制菜产业发展新高
地。预计 2023 年底预制菜生产企业将达
35 家。

洪广镇欣荣村新引进宁夏一面香传食品
加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桶装拉面、酸汤揪
面、刀削面、油泼辣子等预制食品，产品销往
区内及西北地区。“今年，全厂 3条预包装生
产线、20余条生产线全部投入使用，用工量达
180人左右，实现年产值 4000万元。”该公司
负责人沙学仁说。

该县引导现有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
和餐饮等企业，发挥原料、技术、人才、设

备、渠道等优势，积极发展预制菜加工新业
态。推动百瑞源、厚生记等企业改造升级，
打造一批“专精特新”预制菜龙头企业。积
极与广东、福建等预制菜产业发达地区开
展项目对接和招商活动，建立预制菜产业
链“图谱”，重点引进一批预制菜链主企业
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支持筋得亨、
天荣、蓝湾等企业与广东菜莞家等企业开
展合作。分批分档建立预制菜企业培育
库，加大科创型预制菜小微企业培育扶持
力度。

“我们建立预制菜研发中心，积极对接宁
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

所，在食品科学、医学营养方面开展合作，建
立以委托研发、技术转让、联合攻关等合作机
制，提高预制菜科研水平和竞争力。”贺兰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今年该县依托 25 万亩冷凉蔬菜
种植基地、54 家田头冷藏保鲜市场和 84 家
农产品加工企业资源优势，重点培育宁夏
天缘种业有限公司、宁夏安品绿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等净菜企业。以打造冷凉蔬
菜预制菜产业集聚区为主线，着力构建“一
园多点”的预制菜产业体系，推动形成贺兰

“1+N”产业集群和联农带农融合发展新
格局。

年底预制菜生产企业将达35家

贺兰县打造全区预制菜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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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涛）5月 19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召开全区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设三年攻坚专项行动启动会
议，认真落实主题教育的要求，全面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和
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推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设走
深走实、见行见效。

全区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设三年攻坚专项行动启动，践
行“监管为民”理念，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提升监管效能。
要求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找准行动着力点，突出
审批服务领域，以行风建设保障“便利”“高效”，重点查找整
治行政审批领域业务生、流程多、审批难等突出问题；突出日
常监管领域，以行风建设推进“减负”“求实”，重点查找整治
日常监管领域干扰多、乱作为、指标假等突出问题；突出行政
执法领域，着眼“合理”“合法”，重点查找整治行政执法领域
违规案、变通案、关系案等突出问题，坚决推动三年攻坚行动
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有序推进专项行动排查治理、深化拓展、巩固
提升，把加强行风建设同开展主题教育、党风廉政建设、纠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市场监
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和
破解市场监管难题相结合，
推动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加快提升。

全区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设
三年攻坚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马忠）今年 4月，泾源县青年武有财计划
开一家罐罐茶店，但资金短缺。泾源农商行的客户经理在走
访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就向其推荐了该行的“全民创
业贷款”。从武有财提出贷款申请，到该行将20万元“全民创
业贷款”发放到位，仅用时 3天。“农商行的资金支持，让我创
业更有信心。”5月22日，武有财说。

今年以来，泾源农商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针对创业者、
个体工商户、企业的贷款需求，实行全员走访排查，对沿街餐
饮业、零售业、运输业等加大走访对接力度，面对面了解他们
的经营状况和金融服务需求，主动上门服务，对辖区农村社
区、城区网格、产业市场进行精细化分类、差异化营销，送

“贷”上门，做到金融服务“零距离”，让创业者安心逐梦，筑牢
“支小”根基。

洪彩霞 10 多年来在泾源县从事美发行业，今年想重
新装修店面、更换设备，泾源农商行客户经理了解情况
后，及时上门对接，仅用 1个工作日就为洪彩霞办理授信贷
款20万元。

今年截至目前，泾源农商行已发放“两创”贷款 1.4 亿
余元。

泾源农商行送“贷”上门助创业者逐梦

2022年夏，送走高三年级毕业生，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等八部委关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
帮扶工作的要求，吴忠中学物理教师冯玉东被选派到吴忠
市红寺堡区罗山中学开展“组团式”帮扶工作，教授高三年级
物理。

从教 29年来，冯玉东授业一丝不苟，解惑无微不至，先后
荣获吴忠市“优秀班主任”“最美教师”“优秀教师”，全国中学
生物理竞赛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

来到罗山中学，他积极探索更适宜这里孩子的教学方
式，课堂设计突出精巧细致，讲解更加细致、透彻；每天精心
设计课后练习，由易到难，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学生成
绩稳步提升。

教学之余，冯玉东在罗山中学省级会课活动中承担了
《动能和动能定理》公开示范课，在学校的青蓝结对工程中认
领了 2名徒弟，并积极参加学校“教学视导课”，挂牌成立“组
团式”帮扶名优教师“冯玉东名师工作室”，注重对青年教师
的培养。他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罗山中学
的老师，真正起到了“传帮带”作用。

工作之余，冯玉东深入红寺堡区走访，深刻感受到国家
对这里教育工作的关心支持：当地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最
美的风景就在校园……办学条件翻天覆地的变化，移民子弟
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成了机关干部、人民教师、都市白领、
创业先锋，他们的家庭，也因此不再贫困。

将近一年的“组团式”帮扶，冯玉东深切感受到这项工作
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帮扶老师不仅给这里的孩子们送去了
知识，也给这里的年轻教师
送去了全新的教育理念及
方法，推动了教育的均衡发
展，实现了教育教研双惠双
赢。”冯玉东说，在罗山中学
的工作经历会成为他教书育
人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冯玉东：
授业解惑 诲人不倦

本报记者 高 菲

5 月 20 日，记者走进位于平罗县陶乐镇
东园村的宁夏迎春食品有限公司，在酸菜加
工厂看到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工人忙着
装袋、称重、封装，一颗颗大白菜经过清洗、脱
盐、斩切、罐装、灭菌等工序，变成一袋袋“乐
陶陶”牌酸菜。

“现在使用的原材料为‘CR盛春’品种的
大白菜，适合本土种植，且发酵出的酸菜清脆
可口，在研发培育过程中还获得过一项国家
发明专利。”该公司负责人伏强说，企业免费
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实行“保底收购”，全程
跟踪耕、种、管、收，帮助农户不断扩大种植面
积，让农户手中有订单心里不发慌。

近年来，东园村依托党员致富带头人伏
强创建的宁夏迎春食品有限公司，建设占地
120余亩的酸菜加工项目，新建酸菜池 54个，

走“村党支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订单”
的发展路子，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目前，已
带动陶乐镇小麦复种白菜 4000余亩，实现群
众亩均增收4000余元，村集体增收4万元。

“我们正在谋划实施冷库建设项目，发展
农产品仓储与物流产业。在生产旺季，田间
地头、收购厂区每天用工需求量达 1000 人
次，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东园村党支部书
记李有涛说。

“陶乐镇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通过打
造万亩沙漠瓜菜特色品牌，注册认证了沙漠
瓜菜地理标识，种植沙漠番茄等十多种农产

品，年产沙漠瓜菜 2万吨，产值超过 2亿元。”
陶乐镇党委书记王立刚表示，通过“以村促
企、以企带村、村企共赢”模式，促进村集体和
农户增收。同时，扶持乡镇龙头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打响“乐陶陶”酸菜品牌。麦后复种
白菜，在带动村民致富的同时，也有效保障了
全镇小麦种植面积，端稳了粮食安全的饭碗。

有了“菜篮子”，大家就在延伸产业链、提
高蔬菜附加值上动起了脑筋。

伏强瞅准了沙漠瓜菜的无限前景，经过
多年试验，成功研发了绿色大白菜种植技术、
乳酸发酵蔬菜技术、番茄酱深加工技术。申

请注册的“乐陶陶”商标，被评为宁夏著名商
标，旗下品牌“地道好酸菜”获得周边消费市
场的广泛认可。

如今，迎春食品旗下拥有乐陶陶酸白菜、
沙盖菜、盖菜、螺丝菜系列产品和劲禾番茄酱
等主打产品，并通过了酱腌菜、固态调味料 2
项国家食品工业生产许可证认证。

眼下，漫步在陶乐镇万亩沙漠瓜菜产业
园区，一望无际的蔬菜瓜果正茁壮生长，育
种加工、蔬菜冷链库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白菜等沙漠瓜菜在这里变身“绿翡翠”，成为
大产业。

大白菜变身“绿翡翠”
本报记者 何耐江

5 月 19 日，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惠丰
村的一片稻田里，细嫩的禾苗刚露出脑袋，
水中的小蝌蚪正忙着找妈妈；远处的麦
苗也喝饱了第三轮水，翠绿的身体随风
摇曳。在新建成的惠农渠民生桥节制闸
旁的树荫下，永宁县杨河农业灌溉服务
专业合作社的王强告诉记者：“新闸一建
成，几百亩地一天一夜就能灌完，解决了大
难题。”

民生渠是惠农渠的一条支渠，开凿于 20
世纪 30 年代，位于银川市永宁县境内，其进
口处有一座架于惠农渠干渠上的民生桥，渠
口高于干渠，又没有节制闸雍高水位，常出现
干渠水位低淌水难问题。

“灌域面积 6219 亩，以前 70%的地种植

水稻，需水时段在 5、6、7三个月，干渠在此期
间用稍大流量集中进行灌溉。”惠农渠管理处
第一管理所所长伍光利告诉记者，近两年，灌
区作物结构调整，小麦、水稻大面积减少，玉
米占主导地位，大量需水的时间集中到 5 月
和 8月，而惠农渠春灌周期短、流量小，处于
高口的民生渠引不到水，而高位的几百亩小
麦和水稻“够不着水”。

为了灌溉，群众不得不在民生桥上插钢
管来雍高水位“逼”水入民生渠。“先在桥墩
横放底槛，然后用 2 寸的钢管一根根竖插
下去，400 根管子要挨得紧紧的，才能挡住
水。每年这样插管两次，一次成本就得 7000
元左右。”王强告诉记者，群众灌水苦，合作社
管水也麻烦。

自治区水利厅有关部门走访调研，本
着节水为民、经济实用的原则，立项在惠农
渠上新建民生桥节制闸，建设纳入宁夏青
铜峡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惠农
渠灌域（二期）项目，并于今年 3 月 1 日开
工。春灌不等人，合力出拳保民生。惠农
渠管理处全力做好施工协调服务工作，宁
夏水投集团宁工局公司抢工期、抓质量、保
安全。

5月 13日，惠农渠减水至 10立方米每秒
时，民生桥节制闸压闸试运行，民生渠开口顺
利迎接到水，5月 14日 15时 30分，历时 33个
小时，小麦水稻灌溉完毕。王强笑着说：“这
可是近年来民生渠开口时间最短，灌溉最顺
利的一次。”

民生渠的“新搭档”解了灌溉大难题
本报记者 裴云云

5月20日，游客在韦桥古村的打卡点拍照留影。当日，“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第七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感恩母亲大会在青铜峡市大坝镇韦
桥村举行。 本报记者 王鼎 摄

5月 19日，同心县豫海镇富兴社区居民参加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法治“聚餐”。

红烧牛肉、凉拌三丝、麻婆豆腐、八宝饭……一道菜代表
一个法律知识点，居民想要品尝美食，需在1分钟内熟记本道
美食所代表的法律知识点。

“今天这个活动形式新颖，原来学法不是一件枯燥的事
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学习法律，居民田彦芳掌握了 10条
实用的法律小知识。“给人借钱务必要保留凭证，必要时签订
借款合同”“未满18岁的孩子夜不归宿要进行教育，否则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田彦芳与大家分享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

“先入脑，后入口，法律知识记我心，美味佳肴暖我胃。”
居民杨建军即兴说起了顺口溜，活动现场传来阵阵笑声。

趁着热乎劲儿，社区民警为大家讲述发生在身边的电信
诈骗事件。知法犯法、法不徇情……法律名词接龙、蒙眼尝
菜、有奖问答等活动让现场气氛热烈。“希望社区多多举办这
样寓教于乐的活动，既能让我们邻里融洽，还能提高我们的
法治意识。”居民康琴说。

“端出‘普法大餐’，‘典’亮美好生活。民法典宣传月期
间，我们社区探索‘菜单式’普法新模式，按照不同领域、不同
层次、不同年龄群众对法律知识的不同需求，定制不同类别
的个性化普法‘大餐’，到群众‘家门口’进行‘一站式配送’，
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让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更有温度、更贴近群
众。”富兴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婷说。

寓教于乐的普法“大餐”
本报记者 马 忠

现 场
短新闻

同心县张家塬乡
折腰沟村，一个距离同
心县城近百公里的小
山村，成了宁夏折腰沟
赛车旅游文化节的主办
地。据活动主办方介
绍，今年6月2日—4日，
将有来自宁夏、青海、
内蒙古等多个省区的
80 多支赛车队同场竞
技，游客人数预计可达
七八万人。

5 月下旬，折腰沟
村“旱塬秘境生态民
宿”开业了。这座由闲
置校舍改建而成的民
宿有 12套院落，居家气
息浓厚。

眼下，“旱塬秘境
生态民宿”早被预订满
了，折腰沟村动员村民
腾出民房待客，仍旧无
法满足蜂拥而至的订
单，不得不由邻近的预

旺镇、下马关镇的宾馆来分流。
这个偏远小山村有啥魅力，竟能聚

起这样旺的人气？
过去，折腰沟村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

山村，一条折腰沟把村子一分为二，成为
阻拦人们出行的一道天堑：晴天翻沟一
身灰，碰上雨雪天只能望“沟”兴叹。现
在好了，横跨折腰沟的硬化路修通了，

“天堑变通途”。66 岁的刘毅晖从沟东边
出发，骑着摩托车 5 分钟就能赶到沟西
边的加工车间，每天一个来回。他和老
伴在这里加工一种“枸杞饲料”，月工资
3000元，中午还管饭。

近年来，张家塬乡大力发展“旱塬秘
境”乡村旅游。折腰沟村是外界进入张
家塬乡的“门户”，乡上对折腰沟这条过
去让人望而生畏的沟做起了文章，在沟
壁上打出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红
色草书标语，还把蜿蜒深邃的山沟改
建成赛车道，引得很多专业赛车手前
来试驾。

折腰沟村还有许多现成文旅资源，
村郊的莲花山夏日里一片葱茏，山顶建
有不少古建筑，历史人文气息浓厚。
1936 年夏，红军西征进入宁夏的第一站
就在今天的张家塬乡。如今，莲花山顶峰
上还塑有漫卷的红旗雕塑，青峦环簇中就
像跳动的火苗。

据悉，宁夏折腰沟赛车旅游文化节期
间，除了有狂野的越野赛欣赏，还有电音
节、露营、特色美食展、文旅打卡等丰富多
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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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灌区群众将钢管插入惠农渠雍高
水位，“逼”水进民生渠。 （资料图片）

同心县韦州镇有座韦二煤矿，由南井和
北井组成，主产有“熊猫煤”之称的稀缺煤
炭——焦煤。宁夏仅有两座焦煤生产基地，
韦二煤矿产能最大，设计年产150万吨。

“就像是味精，用量虽小，在烹饪中却也
必不可少。”宁夏庆华韦二矿业有限公司经理
毛永军说，从焦煤中提炼出的焦炭是炼钢的
重要原料。

宁夏编制的《全区煤炭产能建设计划方
案（2022 年—2027 年）》中提出，争取到 2027
年再增加产能 4800万吨，使宁夏煤炭年产能
达到 1.6亿吨，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同心县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确定了煤炭产能扩大到810
万吨/年的目标。相对于宁夏煤炭的“大盘
子”，同心县占比虽小，可在焦煤生产上却是
举足轻重：韦二煤矿向国家能源局申请核增

产能至 270万吨/年，足以让宁夏“熊猫煤”产
能大幅提升。

为此，同心县成立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
常常奔赴韦二煤矿现场办公，帮助韦二煤矿
完成各种设计及批复，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
提供项目补贴资金……极大地推动了核增产
能申报工作。

眼下，韦二煤矿生产矿井（南井）还按照
既定 90万吨/年产能生产，1000多名职工三班
倒，24小时连续作业，开足马力生产“熊猫煤”。

5 月 12 日下午 4 时，记者走进南井矿灯
房，碰见刚刚升井的周志德，身穿工装的他来
这里存放矿灯。之前，他和 240 多名工友在
井下连续奋斗了8个小时。

周志德 40岁出头，在井下负责安全生产，
属于管理岗。之前，他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采

煤，离家有130多公里。现在好了，他到韦二煤
矿上班，离同心县老家只有30多公里。

韦二煤矿的一线采煤工人都是中青年男
性，他们干到 55岁就会退休。“采煤是重体力
劳动，对体能要求很高，退休年龄提前了
5 年。”周志德说。

毛永军也是一名老矿工，在这个行业干
了 30 多年。身为韦二矿业公司的主要负责
人，他还坚持一周下 4趟矿井，亲临施工现场
检查指导安全生产。他见证了中国采煤工艺
由弱到强，直至领先世界水平。毛永军举例
说，国产的矿井主扇功率就比西方发达国家
制造的大好几倍。

“韦二煤矿有 4套综采设备，核增产能的
行政批复手续走完后，就能立马达产。”毛永
军肯定地表示。

“熊 猫 煤”扩 产 记
本报记者 杜晓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