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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鲜明提出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战略目标，让宁夏成为新时代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典范。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形成了异彩纷呈、成效显著的先进经验，涌现出了感
人至深、可亲可敬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即日起，本报将开设“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专栏，宣传报
道这些好的经验和优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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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
第十六届运动会

倒计时

11天

本报讯（见习记者 蔡莞郁）“因为不够
了解，容易错过一些惠企好政策。”近日，石
嘴山市铂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王剑涛告诉记者，近两年国家和自治区出
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因信息不对称，企业
无法快捷匹配到自己公司适用的政策，这种

“甜蜜的烦恼”现在轻点鼠标即可解决。
为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快速兑现、

尽早见效，石嘴山市中小企业公共综合服务
窗口平台正式上线政策匹配系统，结合政策
智能化分解，实现企业信息与政策要求之间
的高效智能化匹配。

通过平台，铂唯新材料成功匹配到高新

技术领域重点研发项目、自治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专项支持的重点领域项目申报条件，帮
助企业节省了大量寻找政策、对照指标的时
间。目前，该企业已成功申报上述项目，并
持续投资发展。“只需在网站上搜索关键词，
就能找到可以申报的相关政策，并且都有详
细说明。”王剑涛说。

过去，企业在面对政府发布的大量惠企

政策时，往往存在找不到、看不懂、难操作三
大难题，导致部分惠企政策落实大打折扣。
石嘴山市中小企业公共综合服务窗口平台改
版升级上线后，设置项目申报、政策匹配、企
业需求、服务项目、入库培育、产业中心、数据
报送、企业融资八大模块，对政策、企业信息
进行标签化处理、一键式搜索，企业只需在平
台上轻点鼠标搜索，惠企政策就能“找上门”。

“通过平台可以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政
策服务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实现从

‘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石
嘴山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该市中
小企业公共综合服务窗口平台目前已入驻
企业 2000余家，入驻服务机构 140余家，服
务产品 2000余项，汇集工信、科技、人社等部
门25000余条政策信息，加速政策红利落地。

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

石嘴山惠企政策智能匹配主动“上门”

本报讯（记者 马越 张瑛 张慈丽）自治
区供销社、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银行今日分
别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

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曹学云
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奋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为题，给直属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讲
主题党课。曹学云从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推动供销合
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扎实推进直属系统开
展主题教育三个方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坚
持从“三农”工作大局出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全国“数字供销”示范区建设为引领，通过
争任务、争资源、争项目、争政策“四争”活动驱
动，谋发展、促改革、求突破、抓落实，把主题教
育学习成效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
为谱写全区供销合作事业新篇章而不懈努力。

宁夏农林科学院党组书记罗成虎以“提高
生物育种创新能力 奋力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为题，结合主题教育所学所思所悟，为基层
科技工作者讲了一堂生动而高质量的党课。要
求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深刻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好科研方向；提
高认识，增强紧迫感；明确举措，在钻研前沿科
学知识、开展交流合作、加强团队协作等方面加
大力度，推动生物育种上水平。

宁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沙建平向宁夏
银行各级党组织书记暨管理人员讲授专题党
课。沙建平围绕深学笃行，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及全国两会精神；肯定成绩，更加坚定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科学研判，深刻认识推
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凝心聚
力，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等几个方面
进行分享。他号召宁夏银行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行，更好扛起
建设一流商业银行的新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和行动自觉接受主题教育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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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忠）近日，中卫市司法局联合市教育局成
立了该市首个校园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将司法服务触角
延伸至校内，推进校园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化、规范化和多元化。

今年以来，自治区司法厅通过“政府支持、学校组织、多方
参与”的模式，延伸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力量进校园。依托
已成立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遴选一批热心调解工作、具有法
学专业背景的志愿者担任调解员，针对校园多发频发的安全
类、经济类纠纷，第一时间展开矛盾疏导工作，做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全区共有8个校园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县区调解中
心设立校园纠纷调解窗口，共同护航未成年人成长。同时，各
校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推进校园治理现代化作用，延伸调解服
务，不断增强“塞上枫桥”解民忧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彰显司法
人文关怀，提升人民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度。

“传统校园管理模式下，对于矛盾纠纷的化解通常通过劝
解、思想交流、沟通协调的方式进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
矛盾纠纷的态势，但难以从纠纷根源的处置出发进行定纷止
争。创新和完善校园矛盾纠纷化解手段，探索基于人民调解的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于提升校园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自
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负责人丁晓钟说。

截至目前，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共化解校园矛盾纠纷2000余件。

宁夏“塞上枫桥”护航少年成长路

本报讯（记者 剡文鑫）“每天向广州、
深圳等市场定点供应三四十吨，分销商仍然
觉得量少，一遍遍打电话让多供一些。”5月
30日，西吉县吉强镇万崖村冷凉蔬菜种植基
地，采摘、转运、打包，工人忙着收获第一茬
蔬菜，负责人邓小江奔波在地头和冷库之
间，盯着打冷、外运。今年，该县冷凉蔬菜提
前两个月上市，所产菜心因产地高海拔、无
污染，深受南方消费者青睐。

“菜心在南方市场，每公斤能卖到 6元。”
邓小江算细账：按首茬蔬菜产 2500公斤计
算，赶在 6月中旬第二茬种植前采摘完，除去

成本，亩均净赚 1万元。“全镇种植的千亩菜
心，按照一年生产三茬计算，可收入 3000万
元。”吉强镇党委书记李学智说，全镇种植冷
凉蔬菜3.7万亩，产值3.8亿多元。

近年来，西吉县将冷凉蔬菜产业作为促
进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建设“订单式”蔬菜
标准化基地，推广新技术新品种，集成应用
优良品种、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生产技术，选育引进各类
蔬菜优良品种 200 多个，良种覆盖率达
100%，蔬菜销往全国 25个省市 60多个大中
型蔬菜批发市场。

“已建成芹菜、甘蓝、西蓝花、娃娃菜、菜
心等多元化冷凉蔬菜生产基地 15万亩，年总
产鲜菜 70万吨以上，产值 17亿元。”西吉县
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戴华盛介绍。同时，围绕
产业富民根本，探索建立“村集体+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联农利农机制，集中连片
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 55个，共 5.7万亩，带动
群众多元增收。

“土地流转给基地，我和媳妇腾出手，边务
工边种植蘑菇，相比单纯种地，收入增长五六
倍。”随着蔬菜陆续成熟上市，万崖村村民司勤
武忙碌了起来，他驾驶三轮车在基地转运蔬

菜，月收入5000元，加上妻子张永琴的务工收
入，一年收入10多万元。种植大户张昌盛种植
的 600亩菜心，第一茬采摘外销过半，已收入
300多万元，带动50多人在家门口务工。

近年来，西吉县持续优化冷凉蔬菜区域
布局，构建生产持续稳定、产销衔接顺畅、质
量安全可控的冷凉蔬菜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和经营体系，使蔬菜种植从一年一茬向一年
多茬转变，从粗放式传统种植转向标准化精
耕细作，形成集育苗、种植、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化格局，把冷凉蔬菜做成“热产业”，鼓了
群众的“腰包”。

西吉把冷凉蔬菜做成富民“热产业”
年产鲜菜超70万吨，产值17亿元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从昔日的干沙滩到今天的“金沙滩”，

闽宁镇经历了从荒滩到幸福乡村的变迁，在
这里生活奋斗的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者和记
录者。

“生活更好了，环境更好了，心情也更好
了。”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原隆村村民马燕的
笑容更浓了。

从固原市原州区红沟村的家庭妇女，到
如今的闽宁禾美电商扶贫车间带货主播，“变
化”带来的幸福，深深印在马燕的笑脸上：“党
的政策好，现在有了工作、挣了工资，不仅家
里的生活好起来了，还能带着身边的姐妹一
起做直播、学本领，这样的感觉真好！”

变化，是历史的缩影，也是希望的延伸。
今年 34岁的贾招招来自隆德县山河乡

二滩村。在闽宁镇的生活，让她体验了人生
的另一种可能：如今，贾招招不仅在扶贫车
间有了稳定工作，还经常担任闽宁镇镇史馆
的解说员，向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介绍闽宁
镇的发展历史和各族群众的团结故事。“这
里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在党的关怀下，在
相互帮助、共同奋斗中过上了好日子，迎来
了新生活。”贾招招说。

一点一滴的变化，汇成闽宁镇的历史；
斗转星移的变迁，记录着各族儿女的团结故
事，凝聚着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26年来，闽宁镇各族干部群众紧紧围绕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勠力
同心干、携手奋力推，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篇章，成为
我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的重要部分。
近年来，闽宁镇通过持续深化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充分认清民族
团结的“生命线”意义。开展“团结互助同致
富”美丽乡村共建共享活动，让各族群众在
携手奔小康中切身感受团结就是力量；以

“培植民族团结基因”为主题，推进民族团结
进校园，让各族学生在共上民族团结课、共
绘民族团结手抄报、共开民族团结主题班会
中扣好民族团结的第一粒扣子……一系列
有型有感有效的工作，让“搞好民族团结，
闽宁才有发展”成为大家发自内心的认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不断集结、
凝聚。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
匙。围绕共同发展，闽宁镇持续打造东西协

作、团结互助样板，以深化闽宁对口帮扶为
契机，闽宁镇 6个行政村与福建省漳州市角
美镇 18个行政村结对子；持续探索对口协作
新模式，由扶贫协作向民族团结拓展，汇聚
起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持续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细化落实自治区示范
乡、示范村创建指标体系，以团结促进步、
以进步促团结。“黄河水甜，共产党好”“感恩
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已成为各族群众的共
同心声。

一袭共同奋斗的岁月，被历史铭记；一
段沧海桑田的巨变，让时光留影。

2023年，我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在闽宁镇新镇区建成。

“中华儿女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宁夏
画卷，也将在这里被接续绘制。

闽宁镇：团结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马 越

↑市民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6 月 3 日，男子群舞《战魂》上演。
当日，由宁夏师范学院和中卫市旅游和文
化体育广电局共同主办的《传承红色基
因 弘扬传统文化》宁夏师范学院“聚升大
合力 展宁师风采”全区巡回展演在中卫
市沙坡头区文化广场举行。

均本报记者 王猛 摄

清凉之夏
文化相随

（紧接第一版）园区大型用水企业有 15家，每天产生工业污水
2万吨，中水厂每天将处理完的 1.5万吨中水全部用于企业生产
使用，剩余尾水进入照壁山湿地净化后用于园区绿化。

“我们将通过实施工业园区中水（二期）水循环综合利用项
目，确保工业园区内所有废水全部收集处理。经过处置产生的
中水，悉数被企业抢购用于生产，工业园区目前污水回用率达
到 60%，年底水循环利用项目建成后，污水回用率将达到
100%。”李佩霖说。

按照中卫工业园区环评规划，2023年，工业园区中水（二
期）水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建设从纸上规划到落子上马，赋能工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

中水厂二期项目设计日处理规模 1万吨。建成后，每年将
新增中水 360万吨，一期二期共计可回用中水 800万吨。此举
既加强了园区水环境生态保护，又节约了黄河水使用指标，大
大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和发展矛盾，提升了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集约节约安全利用水平。

中卫工业园区企业生产和绿化用水过去都是用黄河水，随
着园区发展，水资源需求逐年增长，黄河的承载压力日益增大，
但是实现中水再生利用后，明显节约了水资源。

“公司目前一个月使用中水 35万吨。自治区用水权改革实
施以来，企业用中水替代黄河水或地下水生产，提高了水资源
综合利用率，不占用水权指标，污水再生利用实现了水生态的
良性循环。”宁夏紫光天化蛋氨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以前让企业使用中水，大家积极性不高。如今很多企业
因用水权改革的政策，同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纷纷抢购中水，
现在中水厂的中水供不应求。”李佩霖向记者介绍工业园区内
中水从一度无人问津到成为“香饽饽”的变化。

以生产焦炭为主业的宁夏宇光能源实业有限公司，2022年
3月至 9月，7个月的生产周期共使用中水 63万吨，较过去使用
黄河水节省成本120万元。

“2021年，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投资约200万元，我们
投资80万元，共同从园区中水厂铺设了一条中水供水专线。中
水水质优，而且使用中水不占工业用水权指标。今年 2月至
5月，使用25万吨中水，节省成本40余万元。”宁夏宇光能源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宋牛感慨道，随着黄河水使用指标的逐年
压缩，倒逼企业开源节流，高效利用水资源，守护母亲河安澜。

“我们主动扛起保护湖泊湿地生态环境和守护母亲河健康
的历史责任，通过上马工业园区中水（二期）水循环综合利用项
目，在保护好黄河的基础上，科学利用黄河得天独厚的宝贵资
源，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环境优、产业形态好、发展质量高的新路
子。”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黄河岸边，中卫工业园区内，水循环综合利用项目正绘就
“沙漠水城 花儿杞乡”美丽家园的幸福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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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水回用：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

（上接第一版）
“这里还有长城遗迹！”这么陡峭的天

险，居然还能修长城？
众人一脸疑惑，顺着李进武手指的方

向，仔细看，这才发现，山壁上、大小水沟中
遗存有很多石块垒砌的长城段落，一条条长
方形石块垒放得整整齐齐，让原本壁立如墙
的山崖变得更加陡峭光滑，丝毫不给外人任
何在此攀登翻越的机会。

古人真有大智慧！数万现存的长城墙
体连峰接壁，断续相连，贯穿虎峡，让天险虎
峡更添气势。

行驶到银洞沟处，我们才艰难地在峭壁
缝隙间找到一小块滩涂，升起无人机，飞至
百余米高空，方才掠过峭壁山头，峡内不见

半点阳光，峡外却山连着山，万里晴空。山
崖高耸，黑褐色的崖壁让昏暗的峡谷变得愈
加阴沉。

随着日落西山，橡皮艇行驶到老爷崖，
依依不舍开始返航。从空中俯瞰，船后激起
一层层波浪，在湍急的峡谷中依次伸展。

“李叔，你开得真稳！”回到轮渡口，李进
武面对大家的“点赞”摆摆手说，“技术只是
一方面，主要是现在条件好多咧，比起之前
我师傅那一代筏工，现在的人享福了。”

在轮渡和汽艇出现之前，穿梭于黑山峡
上下游的是大大小小的羊皮筏子。那时候

的筏工只有羊皮筏子一种渡河工具，面对峡
谷湍急河水、暗礁或者漩涡，他们没有别的
选择，只能挥动船桨，一次次渡“险”而过，把
南长滩的香水梨、大枣等特产运出村子，载
着乡亲们渡向外面的世界。

渡河的接力棒传到李进武手里，变的是
渡河工具，不变的是方便乡亲出行的初心。

“渡口不遗留一个乘客，村里乡亲渡河
都不收费。”为了方便前来旅游的游客、外出
求学就医办事的村民，李进武在四五平方米
的船舱里支了张简易床，白天就是没有渡河
的人也守在渡船上，多年来风雨无阻。有急

事的村民只要打电话，他就会赶到渡口等
待。许多次半夜紧急出船，更是毫无怨言。

2018年，黄河黑山峡段突发大水，沿山
公路被冲断了好几段。有村民在半夜突然
休克，情况危急。李进武开着汽艇摸黑穿过
虎峡，送病人到中卫市区，及时挽救了村民
的生命。

“现在的日子好多了，来南长滩的游客越
来越多，很多村民开起了民宿，大家追求好日
子的心劲越来越足。”晚霞照耀在“长滩一号”
轮渡的甲板上，映红了李进武黝黑的脸庞。

远处，黄河虎峡传来阵阵咆哮声。渡船
再次出发，载着南长滩人驶向希望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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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口”探奇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