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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锦）截至 5 月 30 日，宁
夏累计实现排污权交易 274 笔，成交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污权指标
量共计 889.47吨，成交总额 1219万元，支持宁
夏鑫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宁夏赛马水泥
有限公司、宁夏恒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111
个项目落地建设，完成排污权抵押贷款授信
金额1.11亿元。

“通过排污权一级市场拍卖和二级市场
交易，企业先后完成 4次排污权交易。”宁夏鑫
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环专员王瑞说，公
司是为光伏产业提供配套石英坩埚的生产企

业，在投产之初，因受到主要污染物排放限
制，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在与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积极对接后，企业通过
排污权交易获取了排污指标，同时还通过排
污权抵押获得授信贷款 8000万元，有力支撑
企业转型升级。

排污权改革不仅可以盘活“无形”资产，
为企业增资减负，还可以激发企业自主创新
的内生动力。

“我们是首批参与宁夏排污权改革的企
业，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受益者。”宁夏恒康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通过购买排污权

指标建设的 1万吨盐酸二甲双胍项目经过验
收已进入正常运行阶段，还通过排污权抵押
贷款获得 2600万元资金支持，实施了中水回
用技改等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与宁夏汉尧富锂科技有限公司
实现富余排污权和新增排污权有偿等价
置换，以每吨 4000 元的价格交易氮氧化物
7.074 吨、二氧化硫 0.936 吨。”宁夏赛马水
泥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将购置的污
染物排污权应用到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中，
改 造 后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45.02%，氨逃逸排放浓度和系统热耗明显
降低。

“排污权交易，让企业减排降污责任转化
为减排增益红利，为排污权改革交易注入新
活力。”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1年年底以来，宁夏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1+6+N”排污权交易政策制度体系，确定了
较为合理的排污权基价，建成了全区统一交
易平台，全区累计完成初始排污权企业确权
1795家，自治区、五市两级储备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污权指标量共计
5万多吨。

企业减排降污责任转化为减排增益红利

宁 夏 排 污 权 交 易 破 千 万 元
累计实现排污权交易274笔，成交排污权指标量近890吨

生长在黄河边，这一
次，我们决定问津北上。

转过层层山峦，忽现
一簇绿茵，带出成片护堤
绿化带，直入眼底。

在大河奔流的“几”
字弯里，冲积出 1000多亩
月牙形的河滩地：中卫市
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南长
滩村。这里，就是黄河流
经宁夏的第一村。

南长滩像一块翡翠，
镶 嵌 在 黑 石 和 黄 河 之
间。约 150 米宽的河道，
横阻面前，时刻提醒我
们：要想进村，先要渡
河。摆渡人李进武，成
为连接村里与村外的唯
一“桥梁”。

走进南长滩，入夏的
鸟鸣徘徊在耳边。我们
沿着村口的木阶往里走，
古朴、厚重扑面而来。

遇到村民张国燕时，
她正弯腰在地里锄草。
阳光穿过刚及小腿肚的
玉米叶，洒在土壤上，随
处可见的荧光绿，在这
片河滩上蔓延。

“唉，年轻人都进城
了，现在村里常住的也就
200 来口人，大多是中老
年人。”张国燕说着归拢
了下电动车里的草，准备
回家喂羊。“梨花一落，村
里的人就少了。”

走进百年枣树旁的
田地，25 岁的周正阳回家务农，除了脚下
的 6 亩地，还有 200 多只羊要喂草。他告
诉记者，“近几年，来村里旅游的外地人
越来越多了。”

南长滩的老人们，总在清闲时，坐在
家门口的木凳上乘凉拉家常。比老人更
常见的，是村里 169 棵树龄达三四百年
的老梨树。在梨园移步，总能看到六七
米高的“天梯”。无论是否摘梨，老梨树
都是世代传承的财富。它们开枝散叶，
代代繁衍生息。

枝叶的间隙打散午后的阳光，我们穿
过无门的狭长过道，进入三味山庄。院落
里的摄影展、砖墙泥浆上的字画、墙上高挂
的玉米棒、满庭院飘香的月季和玫瑰，让人
顿感身心愉悦。

山庄经营户拓明军和妻子正在整理
床铺，来他家住宿的游客刚刚离去。“村
里 80%的人都姓拓，夜不闭户是我们的
习俗。”村子的祥和，一半来自古朴，一半
来自静谧。

浊波浩浩东倾，今来古往无终极。返
程途中，内心虽有不舍，却难得平静。

来过南长滩，有一种走进陶渊明笔下
《桃花源记》的感觉。

南长滩，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美。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苏峰

杜晓星 何耐江 王沛瑶 杨玉瑛 何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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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日清晨，宁报集团“美丽新宁夏 黄
河千里行”报道小分队从中卫市沙坡头城区
一路沿宁钢大道向北，向位于黄河北岸的中
卫工业园区进发。

行至宁钢大道西侧，但见水光潋滟，苇草
繁茂，呈现出勃勃生机。沙漠水城的雅风和
韵味汇于此处，这里，便是当地人称为工业园
区“翡翠”的照壁山湿地。

工业园区里的湿地被“水立方”所镶嵌，
彰显出水天一色的轮廓。

照壁山湿地被工业园区众多企业所
“拥抱”，缘何保护得好？记者不禁心生
疑惑。

照壁山湿地，栽植盐水生植物芦苇、菖
蒲、黄蒲 10万平方米。项目于 2016年 6月投

入试运行，通过增加水中溶解氧含量，供微生
物、水生植物吸收等进行新陈代谢，最终达到
去除水体中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稳定水质、
降低含盐量的目标。目前，湿地栽植的水生
植物长势良好，投加了鲢鱼、草鱼、鳙鱼、泥鳅
等水生动物，保障了水域水体指标、水域环境
生物链稳定。

中卫工业园区腹地的这块湿地，显得别
有风貌。

为了寻找答案，记者来到宁夏水投中卫
水务有限公司中水厂一探究竟。

在中水厂负责人李佩霖带领下，记者走
进中水生产车间参观并了解到，处理后达到
一级A标准的尾水通过自动智能中水处理系
统，按照“预处理+均质+软化+砂滤+超滤+反

渗透+MVR蒸发结晶”工艺进行除盐除硬，达
到再生水工业用水标准后利用管道供给园区
工业用水企业使用。

目前，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在工
业园区建有第二污水处理厂及园区中水厂，
服务面积 39平方公里。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能力为 3万吨，中水厂日处理能力 1.5万吨。
中卫工业园区有 140家企业，所生产产品以
精细化工、新材料和能源冶金为主，被誉为中
卫市工业经济“晴雨表”。

（下转第二版）

中水回用：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

从宁夏甘肃交界的黑山峡咆哮而出的黄
河，在中卫市南长滩拐了个大弯，等待着第二
次加速。

南长滩村四面靠山，一河环流，形成了月
牙湾的半岛，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第一村，
也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美丽新宁夏 黄河千
里行”报道小分队行进式采访的第一站。

“两两对称坐好。”南长滩村的古渡口，采
访小分队一行人登上橡皮艇。驾驶橡皮艇的
村民李进武已在黄河两岸摆渡 27个年头，此
时此刻他气定神闲把着舵，顺流而下。

“前面浪来了，快坐稳扶好！”李进武一声
令下，大家不敢怠慢，一只手抓紧手中的相
机，另一只手死死拽着皮艇边缘的绳索。随
着一波波水浪拍来，大家一晃一荡，虽然知道

这样拍照、录视频，会晃动不稳，但深知机会
难得，频频按动快门留下宝贵素材，“咔嚓咔
嚓”的快门声淹没在橡皮艇的轰鸣声中。

橡皮艇前方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漩涡，瞬
间生成，瞬间消失，又随之出现新的漩涡……

一辈子在河滩浪头上讨生计的李进武，
依据四周的浪头与漩涡，准确判断出与峡谷
的距离。

“前面就是虎头石，过了虎头石就到虎峡
了。”说罢，李进武目光开始变得冷峻，加大油
门前进，辨水纹，识礁石，开始进峡谷了。

坐在船头凝望，前方虎头石轮廓逐渐清
晰，随着橡皮艇速度加快，河水湍急处，虎头
石似张开的虎口向我们迫近。

当能清晰地看到虎头石上的纹理时，眼看

要一头栽进“虎口”，不禁屏住呼吸，双手抓紧
两侧绳索。突然，李进武稳稳打个方向，好似
过山车一般，连人带船猛地一荡，与这头“拦
路虎”擦身而过，一行人有惊无险进入虎峡。

“峡里的湾子，狭窄处 40米左右。”刚过
黑石嘴，两侧山崖将河床挤压收缩，进入峡谷
的水流还没反应过来，纷纷前扑后拥变得凶
猛异常，掀起阵阵波浪，拍打在两岸峭壁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虎峡两岸壁立千仞，飞进峡谷的两只黄
河水鸭，一时也难寻容足之处。（下转第二版）

“虎口”探奇峡

6月2日，记者航拍的南长滩村。 本报记者 王猛 摄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谱写新的时代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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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一早，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
菌菇种植示范产业园智能化菌棒生产
车间，经过一夜生长的香菇色泽饱满，
村民们忙着采摘。

“上午挑大的香菇摘掉，下午把
菌菇棒上没‘冒头’的洞用棍子撬
开，过几天就会长出新的香菇。”村
民罗小花告诉记者，将土地流转后，
来园区打工每天 100 元的工资让她
很充实。

看着大型作业车驶入宽阔平整的
田里，宝丰村党支部书记刘毅感慨地
说：“以前都是凌乱的小块田，农机根本
进不去。通过开发整治 485 亩盐碱荒
地，让小块田变大块田，实现了规模化
种植。”

近年来，宝丰村抢抓土地权改革机
遇，通过农地入市、土地流转、荒地开发
等改革模式，引进企业建设菌草科技产
业示范园，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村
集体合作社预计实现收入 140 万元，吸
纳150余名农民就近务工。

在土地权改革中，石嘴山市以盘
活土地资源、保障市场供给、提高配置
效率、守住耕地红线为改革重点，完成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93 个，指
导平罗县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改革，让一个个像宝丰村
这样的村庄在改革中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

通过全面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
期、“标准地”、混合用地等多元化供地
模式。以在石国企闲置资产盘活为重
点，推动工业园区和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开展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
处置专项行动，全年消化批而未供土
地 2000 亩以上，闲置土地处置率达到
100%。

改革的种子一旦落下，便在这片发
展沃土“遍地生花”：全区排污权改革

“第一锤”、工业地下水用水权改革“第
一单”、土地权改革“第一宗”、山林权改
革“第一票”……近年来，石嘴山市坚持
用新发展理念引领，以“六权”改革为
笔，浓墨重彩描绘绿色发展底色，在“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快速通道
上，不断绘就新图景。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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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菲）6月 4日，结合主题教育，自治区
政协主席陈雍带队，聚焦企业诉求、群众关切，赴贺兰县图
兰朵葡萄酒小镇、百瑞源枸杞小镇开展调研，并看望慰问困
境儿童。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部分政协
委员以及自治区妇联、残联负责人参加调研。

调研组来到贺兰山东麓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施工现场
热火朝天。此前，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建设过程中，天然气开
通难成为制约项目进展的最大堵点。陈雍就此开展深入调
研，部署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政协“三级联动”，搭建协商
平台、摸排问题症结，多方协力解决企业困扰。据现场项目
负责人表示，政协搭台，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一起“有事
好商量”，破解了企业最大困扰，目前天然气主管道铺设已
全部完工，管道压力试验完成。预计 6月底试通天然气，沿
线 58个葡萄酒庄及种植基地将被全覆盖，可满足葡萄酒小
镇及周边酒庄天然气供给。

在百瑞源枸杞小镇，调研组看到该项目已完成品牌文
化馆、枸杞文化体验中心等主体工程及内部装修，预计 6月
底投入运营。调研组了解到，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枸杞行业
首家一二三产融合项目，将通过讲好宁夏枸杞品牌故事，促
进枸杞产业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在宁夏儿童生态科普教育
实训基地，调研组走访了文化民俗体验中心等地，大家建议要
用好用活生态教育科普实训基地，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和形式，
满足家长儿童需求，助力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其间，调研组先后走访慰问 6名困境儿童，详细了解孩
子们近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学习、自立自
强，传递爱心。陈雍说，特殊和困难群众是全社会最关心的
对象，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要落细落实帮扶措施，呼吁
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困境儿童，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问题。

重履职促发展 勤协商解民忧
陈雍带队结合主题教育开展调研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 从“ 第 二 个 结 合 ”看 努 力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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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宁夏故事宁夏故事

今年6月5日是第50个世界环境日。
让我们一起走近治理渝河生态的环保工程师、野

生动物救助一线的工作者、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护林员、守护生态环境的执法人员，聆听这些
绿水青山守护者的精彩故事和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