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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锦 实习生 刘卓然）近日，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同意实施第二批
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的通知》，全国 38个项目通过审
核。其中“银川市葡萄酒产业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成功
入选，成为宁夏首个入围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

第二批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工作开展期限为 2023年
8月至 2024年 8月，旨在通过科学诊断分析、合理确定审核方
式方法和技术路线，压缩评估验收时间、提升审核效率、节省
审核费用，扩大清洁生产审核覆盖范围、受益行业和企业数
量，强化清洁生产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减污降碳和产业升
级改造中的重要作用。

葡萄酒作为我区“六新六优六特”产业，以行业入选清洁
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将整体提高银川市及自治区葡萄酒
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据了解，近年来银川市以围绕源头减
量、分类处理、提升处置能力、数字化监管为抓手，重点对葡
萄农药、肥料监控，对葡萄酒废渣、废水、废气资源综合开发，
建设葡萄酒与葡萄生态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率
先创建黄河流域的“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静
脉”葡萄产业，促进流域滩区治理和生态恢复。

此次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的开展，将推动银川市葡
萄酒产业清洁生产改造，形成具有一定普适性、可复制、易推广
的清洁生产审核创新模式，促进葡萄酒行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全国第二批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发布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清洁
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 马忠）“我干完活工钱没有打条子，能要
来钱吗？”“没打欠条可以凭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材
料要求公司支付工资。”近日，在固原市原州区司法局组织的

“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宣传活动现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为农民工积极解答法律问题，并送上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卡等

“法律援助大礼包”。
今年以来，原州区司法局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提升工程

暨‘八个一’专项行动”，积极发挥法律援助“保基本、兜底线”
的重要保障作用，全面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和水平，利用法律
援助宣传月，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开展法
律援助惠民生公益行动，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应援尽援，应援
优援。充分发挥“12348”法律服务热线、小律可视化桌面机
及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实体平台作用，实现农民工法
律服务全覆盖。联合人社、工会送法进工地、进企业，让更多
人民群众知晓法律援助，支持法律援助，受益于法律援助。

截至目前，原州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农民工来
电来访法律咨询 1100 余人次，受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119件，代写法律文书207份，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230万元。

原 州 区 法 律 援 助
为农民工挽损230万元

8 月 7 日，中国石油宁夏销售公司成功售出首单 60 瓶
“中珠”牌马瑟兰干红葡萄酒，标志着“中珠”品牌葡萄酒在国
内正式上市，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再添“生力军”。

作为在宁夏创立并发展壮大的企业，中国石油宁夏销售
公司始终不忘“服务宁夏、奉献宁夏”的社会责任。近年来，
中国石油宁夏销售公司立足企业发展实际，经过充分调查研
究，将打造知名品牌，向全国推广宁夏贺兰山东麓优质葡萄
酒立项为重点工作，以期让更多中国消费者体验到高性价比
的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中珠”品牌由此应运而生。品牌含义取自“中国葡萄
酒，当惊世界殊”和被誉为“紫色珍珠”的宁夏贺兰山东麓酿
酒葡萄。“中珠”品牌的诞生，表明了中国石油宁夏销售公司
自觉承担起推广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责任，以及助
力宁夏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宁夏葡萄酒产区影响
力、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认可度的决心。

借助中国石油遍布全国的强大销售网络和 21000余家门
店，“中珠”葡萄酒在区内大规模铺货的同时，还将同步瞄准
区外市场，首批产品推广争取覆盖超过 1000座其他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中国石油加油站便利店，提高宁夏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知名度，力争让这张璀璨夺目的“紫色名片”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王金梅 文苑瑾）

践行央企担当 酿造东麓“琼浆”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再添“生力军”

番茄红、芥末绿、柠檬黄、薰衣紫、咖啡
褐……近日，记者走进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
研究所的蔬菜种质资源圃，一株株藤蔓直立
生长，绿叶间露出一颗颗色泽鲜艳的番茄果实。

“我们现在共收集了 900多份番茄材料，
创制了 130 余份抗病性、抗逆性强的种质材
料，近两年配制的新组合达 1000 余份，筛选
出的优良番茄新组合 40余份，其中 2个番茄
品种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登记，在山东、
厦门、海南等地进行试种。”宁夏农科院园艺
所蔬菜研究室主任赵云霞向记者介绍，以樱
桃番茄为例，不但颜色五彩斑斓，且形状有圆
形、椭圆形、卵圆形、倒梨形、花生形等，口味
更是多滋多味，起沙的、爆浆的、水果味、花香
味，不同品种各有所长。

“这紫色的番茄由于花青素含量高，已成
为备受消费者喜爱的养生水果，其分外紫内
红和内外都是紫色 2个种类。”说着她随手摘
下 2颗紫色樱桃番茄掰开，递给记者，“源源
不断的新品种不仅带来了新口味，而且体现
了种质资源这一‘农业芯片’在推进高质量农
业发展上的作用。”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种质资源
就是制造“芯片”的“晶圆”，对于品种改良，培育
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要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种子品种优良，
需要利用大规模保存的种质资源进行品种研
发、改良，将农作物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出的优
良性状集成在一个品种上。”赵云霞说，育种
主要采用分子基因标记和大田表现型双重鉴
定方法，经过多代分离纯化，聚合优质性状，
在配制的上百份杂交组合中，筛选出 1到 2个

强优组合。经过组合测配、品种比较试验、多
点区域试验，最终确定进行品种登记，“想育
出抗病性好的、受欢迎的品种需要不断杂交
组合，一个好品种需要无数次试验，没有10年

左右的时间挑选不出来。”
在蔬菜资源圃里，一行行辣椒材料整齐

排列，有牛角椒、线椒、朝天椒、螺丝椒，或绿
或红，或黄或紫，争奇斗妍，鲜食、加工，微辣、

极辣不同类型各领风骚。
指着正在地进行测产的科技人员，宁夏

农科院副研究员颜秀娟向记者介绍，辣椒是
人们喜食的大宗蔬菜品种，以其丰富的营养
价值和独特的辛香味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不
可或缺的蔬菜品种。近年来，园艺所针对宁夏
及区外市场对辣椒抗病、耐逆和品种的要求，开
展了新品种配组和选育工作。目前，辣椒进入
集中成熟期，科技人员不仅要测辣椒的大小、
产量，还要测定其色素含量、维生素含量等指
标。在综合性评定的基础上，选出表现优良的
组合，进行下一步栽培，综合多代优质性状，最
终育出适应市场的抗病、耐逆、丰产的新品种。

据了解，宁夏农科院的蔬菜种质资源圃
共 30 亩，主要开展蔬菜种质资源的收集、鉴
定、评价、保存、新品种的培育，以及配套栽培
技术的研究、展示、示范。目前收集国内外优
良辣椒种质资源 900 余份，番茄种质资源
800 余份，黄花菜品种 13份；创制优良辣椒新
种质 180余份，番茄新种质 130余份，已选育
出适宜宁夏设施和露地栽培的优质、丰产、抗
病（逆）性强的辣椒和番茄新组合 42份，6个
辣椒和 2个番茄新品种已获得国家非主要农
作物品种登记，辣椒获得 1项植物新品种权，
为宁夏蔬菜产业提供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

走进蔬菜种质资源圃——

看番茄辣椒争奇斗妍
本报记者 张 瑛 张 唯

本报讯 （记者 刘惠媛）
“这个能够让我们运动健身的
多功能广场是原来废弃的喷泉
水池改造的，社区和多个部门
联合做工作推进工程进度，如
今改造好了对我们居民来说
可算是个好事！”近日，家住银
川市兴庆区前进街街道星光
华小区的 71 岁居民徐立文高
兴地说。

据了解，为鼓励和引导辖
区居民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
动，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提高居民身体素质，星光华社
区在兴庆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
局的协助支持下，打造“三合
一”全民健身广场，经过前期实
地考察调研征求意见，最终在
小区内原有的废弃喷泉水池上
新建了一处全民健身广场，该
场所占地 1000平方米左右，设
置乒乓球场地、羽毛球场地、健
身路径及其他健身设备，该项目
目前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多功能广
场的作用，星光华社区联合辖
区企业为居民举办了一场“相
约广场 全民运动”乒乓球、羽
毛球比赛，吸引了小区 100 余
人参与，让居民们在户外运动
中收获了健康与快乐。前进街
街道星光华社区党委书记强娟
介绍，除了这个项目外，星光华
社区还通过利用老小区闲置空
地，进一步挖掘社区健身空间，
添置适合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运
动的器材，不断满足居民健身
需求，丰富居民们的业余文化
生活，提升辖区居民的身体健
康素质。

“社区将继续扎实推进全民健身活动，
不断完善健身服务设施，着力打造‘15分钟
健身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快乐健身、幸福生
活，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全民健身行列
中。”强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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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耐江）“以前办啥手续都
需要带身份证，忘带就办不了事。没想到现在
直接扫码‘亮证’就行，又快又方便。”近日，平罗
县刘先生拿着刚刚办好的营业执照高兴地说。

日前，刘先生来到平罗县政务服务中心
市场准入科窗口办理业务，却忘了带身份证
和营业执照，当他准备回家取时，工作人员王
雪姣告诉他，政务服务中心已经实行“免证
办”，只需打开“我的宁夏”政务 App“刷脸认
证”“亮码”就可以提供证照信息。

今年以来，平罗县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推进信息共享、电子证照应用，重点解决因
忘带、少带证件办不成事的困扰，充分发挥电
子证照便民利民惠民效能，大力推进政务服
务“免证办”，将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
中心作为“免证办”推广应用的前沿阵地，制
作电子证照领取方式告知单，引导群众通过
宁夏政务服务网、“我的宁夏”政务App、微信
小程序等渠道申领和使用电子证照，审批部
门通过数据共享核验或扫码“亮证”方式实现
政务服务“免证办”。截至目前，平罗县已全
面完成 13个乡镇 27个部门窗口 55台高拍仪

功能升级工作，办件8700余件。
“我们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加

快推进营业执照、出生医学证明、身份证等常
用证照互认共享，逐步覆盖了社保、就医、就
业、创业、户籍等高频民生服务应用场景。在
工程建设领域，施工许可证、建设规划许可
证、选址意见书等实现签章、制发、查询、预
览、下载等功能，基本实现电子证照互认共
享；在交通运输领域，实行道路运输纸质证照
与电子证照同步生成。”平罗县审批局运行督
办室主任吴建利说。

平罗县“免证办”解民忧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敏）“今年以来，饲
草料价格明显上涨，养殖成本增加，但消费端
比较低迷，导致奶产业行情不太乐观。”宁夏
骏华月牙湖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利宁介绍，去年给蒙牛等乳企供应的原奶
价格是 4.3元/公斤，今年是 3.8元/公斤。面对
现行奶产业市场的低迷，一些企业在积极实
施自救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正积极出台
相应措施，助推奶产业发展。宁夏北方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立和告诉记者，政府
部门在企业扩大规模、生产过程中的技改、奶
产品加工、青贮“粮改饲”、贷款贴息等方面给
予了充分支持，同时助力企业申报相关项目，

每年至少提供财政补贴 300 余万元、贷款贴
息100余万元。

近年来，银川市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相继出台了支持奶源基地建设、良种繁
育、粪污资源化利用、贷款贴息等多项具体政
策，使奶牛存栏量、生鲜乳产量呈快速增长态
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月末，银川市奶牛
存栏量 28.9万头，同比增长 18.7%；牛奶产量
32.9万吨，同比增长 23.7%。随着奶产业的快
速发展，受市场供大于求、饲料价格上涨等一
系列因素影响，今年银川市的奶产业整体市
场情况比较低迷。

唐立和告诉记者，北方乳业现有贺兰、永

宁两个牧场，自有奶牛存栏量 4000 多头，平
均每个牧场日产牛奶 30吨。随着种植、养殖
成本的增加，污水、牛粪处理设施的投入，再
加上日常用水、用电的消耗，企业运营成本持
续走高。为抢占市场份额，北方乳业在产品
研发上下功夫。今年计划在现有 13 条生产
线上再增加 2 条生产线，并尝试与其他品牌
合作，通过代加工的方式，生产更多系列的产
品，销往沿海地区。

中型企业尚能生存，一些小微企业情况
不容乐观。宁夏合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涛表示，今年饲草料价格偏高，虽然与
蒙牛公司签订了收购协议，但明年 3 月底就

到期，续不续签还是个问题。像一些更小的
企业或者散户，没有固定的收购商，生存岌岌
可危。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 6月，银川市农业农
村局会同银川市财政局，共同印发《银川市关
于实施阶段性财政补助稳定牛奶产业发展的
方案》。根据方案安排，自治区财政下达至银
川市补助资金 1784万元，银川市三区两县一
市筹措资金 1060万元，合计筹措 2844万元补
助资金，用于对银川市域内乳制品加工企业
增量、银川市域内新投产的乳制品加工企业
进行补贴，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主体可自主
申报。

政府出台惠企补贴政策 上下游企业携手渡难关

银川市政企合力突破奶产业发展困境

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邹炜新 龚建崇 黄英）近日，在灵武市南
部丘陵地带，笔直的泾西路一直伸进养殖园
区内。在风力发电机巨大桨叶下，一望无垠
的绿色丘陵点缀着 100多家大小牧场。“奶牛
住进‘牛宾馆’后不发牛脾气，就会多产好
奶。”宁夏塞上牧源奶牛养殖场负责人王震一
见面就这样评价自己管理的智慧牧场。

“这两天小牛处于断奶期，状态不太好，

我们需要格外关照它。”走进宁夏塞上牧源
牧业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牧场，负责人王震
指着他们与西北农业科技大学合作培育出
的第 4 头克隆牛说。牧场里有自动化挤奶
平台、智慧 TMR 精准饲配中心、奶牛健康检
测、自助痒痒挠、牛奶自动检测系统、牛舍的
温度感应送风喷淋系统、光伏板遮阴运动
场、移动终端实时管理系统，现代化程度令
人赞叹。

在另一处智慧化养殖基地，宁夏铭华君
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凯彦告诉记
者，智慧养殖信息化管理已渗透到每个环节，
这里养殖的湖羊、萨福克羊从配料饲喂、饮
水、清粪到保健、配种，羊只饲养全过程可溯
源，每一个环节均显现出科技的力量，实现了
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繁育水平、羊肉品质大
幅跃升。

近年来，灵武市紧紧围绕自治区“六新六

特六优”产业布局，聚焦打造“高端奶之乡”目
标，贯通上下游全产业链条，探索集群化、科
技化、高端化奶产业发展新路子，成为全区
重要的养殖生产区和奶源供应地。目前，
该市已有 63 家规模牧场通过利用网络和数
字化技术，全混合日粮（TMR）投喂精准率
可达 99%，奶牛发情检出率可达 95%，从挤
奶、鲜奶运输到乳品加工实现了 100%监督
覆盖。

灵武市智慧养殖让牛奶羊肉品质更优

8月22日，爱康集团体检中心医护人员为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群众义诊。当日，由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宁夏报业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和兴庆区月牙湖乡政府联合主办的“绿色乡村、中邮助力”绿伞公益活动在月牙湖乡举行。 本报记者 左鸣远 摄

赵云霞向记者展示紫色番茄。 本报记者 张唯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蔡莞郁）“没想到石嘴山市相关部门
的交通执法这么人性化。这张‘违停提示卡’，是我这趟旅行
中最难忘的经历。”8月 21日，从陕西自驾到石嘴山市旅游的
王先生说。

近日，到石嘴山旅游的王先生收到了一条石嘴山市交警
的交通违法行为提醒短信，告知他未把车停在停车泊位上。
但鉴于他驾驶的车辆为外地车辆，进入石嘴山市发生的首次
轻微违法行为不进行处罚，只给予警告处理。

罚单少了，提醒多了，这是今年许多来往石嘴山市的机
动车车主们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石嘴山交警全面实施驾
驶员轻微交通违法“首违免罚”举措，对因不熟悉道路情况违
反限行规定、违反禁止标线、未按导向车道行驶等轻微交通
违法行为，一律给予警告提示，不予罚款、记分，并现场进行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同时，建立轻微违法“免罚”清单和一般
违法“首违警告”清单，统一制作“违停提示卡”，扩大短信提
醒告知范围，全面拓宽“首违免罚”覆盖范围。截至目前，共
发送首违警告和轻微违法行为短信告知 74188条，其中轻微
违法短信告知 66744条，外地车首违警告 5011条，张贴违停
提示卡389次。

轻微违法不处罚，但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该市交警坚持重拳出击。在夏季交通整治行动期间，石
嘴山交警对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进行了打击整治，将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落到实处。

严格执法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执法行为都是简单地“一抓
了之”“一罚了之”。“处罚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让驾驶人意识
到交通违法的危害，提升自觉守法意识，保持文明驾驶习
惯。”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张弛有度的执法，不仅是对法律的守卫，也是对失范者
的循循善诱。今年 1月至 7月，石嘴山市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次数同比下降了 25.87%，死亡事故同比下降了 23.31%，实现
了道路交通治理成效、交警执法形象和公信力的同步提升。

罚单少了 提醒多了
石嘴山柔性执法传递法治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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