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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渠道安全事关灌域群众福祉，我们要坚持党建引
领，创新“党建+安全”模式，把党建和安全工作深度融
合、“双轮同转”，以“睁眼睡觉”的警觉和“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把安全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中，为先行
区建设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实现党建同安全工作
深度融合，切入点是关键。要坚持党建引领，以“九渠之
首 润泽塞上”特色党建品牌为依托，引导党员在深入开
展主题教育的同时，学思想、强党性，争做“安全宣传
员”、争当“安全明白人”，在服务群众灌溉中作表率；要
坚持党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水利发展，做好重实
践、建新功的“后半篇”文章，发扬“深实严细勤俭廉+快”
的作风，落实“深、准、狠”要求，深化“十字诀”，以“一根
筋”的较真劲守护好群众安宁安康。

宁夏渠首管理处党委书记 张锋
（本报记者 裴云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
调查研究，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多次强
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
部，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既是分内事，更是基本
功。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调查研究“深、实、
细、准、效”五字诀，从正在做和将要做的实际工作出发，
从小事着手、从细处做起，深入基层，眼往下看、脚往下
走，把情况摸清楚，把群众所思所盼摸清楚，集中力量解
决一些企业发展所需、改革所急、职工所盼的问题，真正
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以
求真务实的作风和行动确保调研取回“真经”，奋力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宁夏第一建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安胜
（本报记者 李峰）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做到全面落实“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统筹理论学习、
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五方面工作，
坚持学思践悟，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各项问题逐步解决；坚持事业为上，推动重点任务
圆满完成；坚持转化运用，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我
们将主题教育与推动公路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
合起来，高标准建设示范路、高效能完善治理体系、高站
位打造党建品牌、高要求强化队伍和作风建设，将学习
成果转化为推动公路建管养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动力，奋
力开创全区公路建管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党委书记 阴雪冰
（本报记者 赵磊）

7月14日6时许，距离出行早高峰还有2个
多小时。

在银川市兴庆区海宝东路，宁夏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海宝路工程建设的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全面
清除路面障碍物和警戒线。“经初步验收，这条
满载居民呼声的‘卡脖子’路今天将正式通
车。”建工集团海宝路项目负责人耿彪告诉记

者，为确保道路畅通，项目部所有人员提早
来到施工现场，撤走了施工期间所遗留的警
戒设施。

兴庆区海宝东路是一条自东向西的主干
路，西起友爱街，东至燕庆街，道路全长
1228.158米。多年来，这条路一直未能打通，
成为市民出行的“堵心路”。

为彻底打通这条“卡脖子”的断头路，缓解
兴庆区上海路、友爱街等邻近道路的交通压
力，银川市将这条路列为重大民生项目。工程
主要包括道路及附属工程、照明、给水、再生
水、污水、雨水工程及海绵工程，由宁夏建工集
团承接项目施工并负责全面打通。

作为项目施工单位，宁夏建工集团结合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紧紧围绕广大市民迫
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严格按照公司提出的

“建精品工程，树企业形象”的施工理念，确
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拟定“作战
图”，明确“时间表”，吹响“断头路”建设的

“冲锋号”，在项目建设伊始，宁夏建工集团
便紧急部署，按照现场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从管理人员的精品管理意识、材料进场的质
量把控、施工阶段的精细化操作、现场环境
的有效保护等方面严格把控。“工程完全融
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道路两侧道牙部位

留设开孔道牙，将所有道路雨水收集至绿化
隔离带内，经过绿化隔离带二次沉淀过滤后
再收集至雨水篦内，将雨水集中收集后进行
二次利用。”耿彪说，目前公司已完成合同约
定内所有施工内容，现已正式通车，比合同
工期提前近 2个月时间。

“这条困扰我们多年的断头路终于被打通
了，让许多邻近住户出行不再绕圈圈。”宝丰
健康城 D区住户李楠说。不仅如此，耿彪近
几天还发现，每天傍晚，前来这条路“观摩”
的老人特别多，他们每天都到这儿走走、那
儿看看，一起见证和企盼这条断头路早日
通车。

困扰群众多年的“堵心路”通了
本报记者 李 峰 文/图

贺兰山，是宁夏人的“父亲山”。黄河，是
宁夏人的“母亲河”。

山与水共同哺育了“贺兰山东麓”这条盛
产葡萄美酒的长廊。

近年来，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
滩区治理、加强生态恢复相结合，积极探
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实践模式，成功
走出了一条资源利用与生态治理统筹协
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促进的葡萄

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曾经“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沙滩

无人烟，风吹沙粒跑”，到如今借着宁夏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荒滩上筑起的

“绿色长廊”，贺兰山生态屏障功能的逐步
提升，也带动着生态效应和社会效益的日
益凸显。为了提高葡萄酒原料保障能力，
葡萄酒企业流转农民承包地、荒地发展葡
萄种植基地，一方面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让本地农民、生态移民成为现代园艺工人，

增加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实现脱贫
富民。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增绿、抢救性复
绿、原生态补绿活动，葡萄基地、防护林和节
水灌溉工程使贺兰山东麓的“荒滩”变成了

“绿洲”，大幅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增加了贺
兰山东麓蓄洪滞洪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了
贺兰山生态屏障功能，改善了生态环境。

除“旧疤”生“新肌”。如今，绿色生态已
成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

除掉“旧疤”生“新肌”
王婧雅

“最近早上太阳没那么毒辣，正是抢工期
的好时间。”7月 14日，天刚擦亮，梁植便带着
工人们来到位于银川市西夏区新小公路与
G110线西南处的张骞葡萄郡（银谷世界碳
汇葡萄园）项目基地。作为张骞葡萄郡项
目的负责人，梁植亲眼见证着这里的点
滴变化。

“这里以前是个巨大的矿坑，刮风时飞沙
走石都是常见的事儿，眯得人眼睛都睁不
开。现在你看，原本光秃秃的土地上种植了
行道树和防风林，前面那处是水库。你所站
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年刚完成搭建的休憩亭，
这顶上的葡萄藤都是修剪葡萄树后废弃的，
我们进行了再利用。”顺着梁植手指的方向，
记者看到不远处清晰可见的贺兰山和眼前绿
树成荫的张骞葡萄郡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
绝佳的生态图景。驱车沿项目内部道路而
行，已经完成种植的片区草木葱茏、绿意盎
然。不远处，还有工人正在大型机械的辅助
下开挖防洪沟，继续种植新的防护林。

在梁植的讲述中，时间拨回到 20世纪 80
年代，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各个行业的工
程都在快速扩张，对砂石的需求量激增。挖
砂企业把钱赚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砂石坑，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近年来，西夏区加大贺兰山周边生态环
境整治力度。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并依托西夏
区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背景，宁夏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决定在保持砂石坑原
始地貌的基础上，对此处砂石坑整体进行生态
修复，力争将项目区打造成生态修复示范区
域。同时，利用原张骞葡萄郡种植基地、北侧荒
地及采矿遗留的采坑共计约2.1万亩地，通过土
地整理、生态修复等方式，构建高端葡萄产业集
群，集葡萄种植、酿酒、活动赛事、旅游观光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葡萄酒产业园区。

作为自治区级重点项目，北起新小线公
路，南至新干公路，西依贺兰山，东临国道 110
线的张骞葡萄郡项目自 2022年 5月开工，通
过招商引资，目前已完成项目总体规划和可
研、详规编制，已完成高效节水、污水处理等
初设，完成 800亩生态防风林建设工程、500
亩矿坑生态修复及部分砂砾道路、园区绿化、
360亩葡萄种植示范园土地精细化整理。

再次回到古香古色的休憩亭，梁植指向
与贺兰山东麓遥相呼应的东面说：“未来，这
里不仅要抬眼见绿，还将建成由五种风格构
成的 42 家酒庄。目前，已进入设计阶段。
相信不久，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逢盛夏，贺
兰山运动公园里树影婆娑、湖光粼粼、曲径通
幽。游客们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裸露斑驳、
飞沙走石的贺兰山采矿塌陷区。从一片不毛

之地到如今的生机盎然，宁夏全力推进贺兰
山东麓未开发荒地、工矿裸露废弃地等土地
资源开发利用，把修复生态与发展葡萄酒产
业有机结合起来的同时，贺兰山生态屏障功
能也逐步提升，生态效应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2022年，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
区被列入生态环境部命名的第六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成为区域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转型以及落
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的标杆。

如今，放眼贺兰山东麓，58万亩全国最
大集中连片酿酒葡萄种植基地纵贯南北，
200公里绿色长廊硕果飘香，昔日“戈壁滩”
变成今日“金沙滩”，一条绿色产业发展之
路生机蓬勃。

废砂坑变身“聚宝盆”
本报记者 王婧雅 文/图

“感谢税务部门的多方协调，让
我们拿到了房产证，孩子终于可以
正常入学了，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
落地了。”近日，住在吴忠市利通区
塞尚名都小区的杨先生拿到房产证
后感慨万千。

原来，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
地出让价款欠缴、未竣工验收、欠缴
税费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从
2017年购房至今，房屋产权迟迟无
法办理。今年，杨先生的孩子要上
小学，学区证明这一项着实难住了
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拨通了
纳税服务咨询电话。接到电话后，
税务人员详细登记，并多次走访调
研，实地了解杨先生所购住宅的基
本情况。在税务部门的积极协调
下，杨先生最终拿到了房产证，孩
子入学的事也迎刃而解。

小小的房产证，牵动着杨先生
一家的心。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

“旧账”，也成为困扰百姓的“老大
难”问题。今年以来，宁夏税务部
门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将化解历史遗留城镇住宅“办
证难”问题列入重要调研课题。按
照建设单位开发住宅、单位统建住
房、群众自行建设房屋等不同房屋
类型开展“解剖麻雀”式调查研
究。据悉，2022年以来，宁夏税务
部门累计化解“办证难”住房 19.12
万套，为 1.97万余户“办证难”群众
办理了涉税业务。

同时，宁夏税务部门联合自然
资源、住建等五部门制发《关于推
进解决历史遗留城镇住宅“办证
难”问题工作方案》，针对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相关税费及
无法取得销售不动产发票的契税申报问题，通过“证缴分
离”“容缺办理”等方式推动，为全区税务机关解决“办证
难”涉税问题提供基本遵循。

此外，税务部门还制定《宁夏区税务局化解历史遗留
城镇住宅“办证难”办税业务指引》，分 11个类型对“办证
难”涉税业务办理的具体操作进行规范，分类登记建立详
细工作台账，对账销号推进化解工作，办税大厅设置“化
解历史遗留问题专区专窗”，统一政策口径，简化程
序，助推全区城镇住宅历史遗留问题应化尽化、产权证
书应颁尽颁。

“房屋产权登记事关广大群众房产交易、抵押融资、搬
迁落户、子女入学等切身利益，是群众普遍关心的大事要
事，不能让群众为此犯难。”宁夏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税务部门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贯
通起来，结合职能职责，把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到具体工作
中，推动宁夏税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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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海宝东路正式通车。

种上行道树和防风林后的张骞葡萄郡项目基地内绿色活力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