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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中央推动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有力举措。作为一名党员领导

干部，我将从中获取智慧、增强本领，既练好“外

功”，顺应新时代，勇于担责，守正创新；又练好

“内功”，检视问题，转变作风、提升能力，锚定全

年经营目标任务，锚定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及
时总结经验做法，在重实践促发展上检验成
效，让真抓实干成为履职尽责的鲜明导向，切

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的强大动力，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
和精神状态，奋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
更大成效。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总经理、工会主席 安杰

（本报记者 李峰 整理）

一座城的崛起、成长和繁荣，可以从一滴水讲起。
上世纪 90年代，国家领导人来宁考察时，提出开

发建设扬黄灌区，解决宁南山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的构想。1998 年 8 月，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正式
开工建设。

“人随水走，水随人流”，黄河水上高原，在宁夏
中部，催生出全国最大的扶贫移民开发区——红
寺堡区。一代代移民在迁入地落脚，人们对水的
期待一次次升级，从有水喝、喝上放心水到喝好
水，水务人交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的“供水答卷”。

两年前，红寺堡水务公司实行现代化水厂建
设，从配水井、加滤车间再到制水车间，均对照现代化
水厂标准。如今，红寺堡区水网可通过管网地理信息
系统自动进行检测和分析，第一时间发出指令，城区
半小时以内达到现场，直径 200毫米以下的管道在 12
小时以内维修完毕。供水工程一用一备、互为备用的
运行管理机制，更为城乡用水安全上了“双保险”；水
质监测动态管理；缴费实现“拇指化”……

“群众的所想所盼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红寺
堡水务公司立足实际，自主创新搞科研提水质，把“学
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贯穿供水服务全过程，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走心走深走实，将发展成
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为群众最直接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添砖加瓦。

“一滴水”滋润一座城
本报记者 裴云云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的历史遗留城镇住宅“办证难”问题，坚持

把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整治贯穿问题化解工

作全过程，多轮次开展问题底数摸排核实，会同相

关部门创新政策措施机制，全面强化调度督导

压实各方责任，鼓励基层担当作为化解“办证

难”问题。截至目前，年初摸排的 7.2 万户历史

遗留城镇住宅“办证难”问题已全部化解；主题

教育期间，通过深入调研又发现的 4万户问题，

全部纳入台账管理，已化解 1.78 万户，总体化
解率达到 80.2%，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局局长 岳永军

（本报记者 张唯 整理）

“我算了一笔账，明台村自驾游营地正
式投入运营将近 1个月了，旅游者购买村民
饲养的猪牛羊鸡肉 500余斤，蔬菜 400余斤，
村民增加收入 3万多元，彻底打消了他们当
初对建设营地的顾虑。”日前，张建宁拿着自
己的工作“记账本”向记者说道。看到村民
们自家产的绿色农产品受到前来汽车营地
休闲度假的旅游者的青睐，作为宁夏石化公
司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张建宁心
里别提有多高兴。

西吉县位于宁夏六盘山西麓，属黄土高
原干旱丘陵区，人们称之为宁夏南部山区，
也是宁夏乡村振兴工作重点关注地区。
2020年年底，继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
后，宁夏石化公司党委以“不歇脚”的企业担
当，继续肩负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以助力

“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为目标，认领了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
滨河家园五村、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涝河桥
村、西吉县将台堡镇明台村乡村振兴对口
帮扶工作。宁夏石化公司党委分别委派
驻村第一书记，带领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扎
乡村振兴点。

“西吉县以前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受
益于国家连续几十年的政策支持，这里已经
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我们要帮助
村‘两委’找到更多的致富方法，带领村民走
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宁夏石化公司明台村
工作队一到任，就立即与村“两委”对接，寻
找新的致富道路，争取帮扶资金和物资 200
余万元，并重点关注脱贫攻坚期间的 130家
困难建档立卡户、村里的孤寡老人和上学儿
童，挨家挨户走进村民家里了解情况，开展
日常帮扶慰问，关心儿童健康成长，为孤寡
老人送去生活物资和慰问金，为在校学生送
去学习用品，并邀请公司员工大学生子女前
往村里讲课，现身说法引导孩子们学习成
长，赢得了村民们的称赞和信任。

西吉县将台堡镇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二、四方面军万里长征后的胜利会师之地，
明台村距离将台堡镇仅 3公里，如何将红色
文化资源优势延伸至明台村，张建宁和同事
们开始了仔细盘算。

“我是一个热爱旅游的人，关注到这几
年乡村旅游的兴起，明台村历史感厚重，自
然风光秀美，民风淳朴，土特产绿色环保，这
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张建宁和同事们
向村“两委”和村民们提出挖掘文化旅游资
源的想法。然而，村民们并不热心，他们认
为明台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落后农村，留不
下人，谁会到这里来旅游消费。面对村民们
的不理解，工作队没有放弃，他们利用各种
机会帮助大家了解外面的信息，做通大家
的工作，并从镇政府争取到 160万元、从宁
夏石化公司争取到 120万元资金支持，从

2021 年中开始了汽车营地的建设。经过
了近 2年的推动，2023年 6月 20日，明台村
汽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投运之前，张建宁
和同事们一起前往旅游者众多的隆德县，发
放旅游宣传单，做起了明台村旅游地的义务
讲解员。

在工作队的努力下，一批批旅游爱好者
来到了明台村。正如工作队员们预想的那
样，他们不仅喜欢这里的环境，还为明台村
带来了众多商机。

“旅游者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喜欢住
民宿、买特产，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喜人的消

费收入，对营地运营来说，这只是起步探索
阶段。”张建宁说。村民们不仅打消了之前
的顾虑，还打算扩大自家养殖规模，满足消
费者购买绿色农产品的需求。村委会也将
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开展民俗民宿开发、
养殖指导等一系列工作。西吉县领导来到
明台村汽车营地实地调研并提出，汽车营地
的项目在其他村也可以借鉴推广，形成互联
互通优势。

“工作虽然很苦，也有很多难处和委屈，
只要心里装着责任、装着老百姓，乡村振兴
工作就一定能做出成绩。”张建宁说。

8月 17日，吴忠市红寺堡
区红寺堡镇弘德村村民杨小
花拧开水龙头，打算淘米做晚
饭。院子里洗衣机轰鸣，微风
浮动，撩起晾衣绳上斑斓的衣
衫，馨香扑鼻，她不禁说：“水
干净清透，洗出来的白衣服不
泛黄、彩色衣服更鲜艳，看得
人心情都好……”

2020年，宁夏水投红寺堡
水务有限公司实施了自主创
新科研项目，持续在改善水质
上下功夫，不仅让红寺堡区城
镇居民饮水更安全，而且更有
品质。

走进鲁家窑水厂，升级后
的水厂加药加氯系统正在作
业，自控式加药不仅节省了
成本，还提高了药物投放精
准度，在长期稳定的优质供
水、安全供水、降低物耗等
方 面 取 得 显 著 的 效 果 。
2021 年 ，红 寺 堡 水 务 公 司
实 施 水 厂 O3-BAC 系 统 的
接触池及生物挂膜技术的
研 发 ，该 项 目 通 过 实 施 对
臭 氧 的 接 触 溶 解、臭 氧 投
加 量控制及炭滤池中的活
性炭有效完成生物挂膜及滤
池的运行维护等问题进行探
讨改造。

据介绍，通过采用“接触
池 +微气泡发生器”进行处
理，可以更有效地对酚类、
MIB2 等物质大分子有机物
进行分解，水中的 COD、土
霉味去除率可达 25%。同
时，采用生物挂膜技术，可
以在 1 个月内完成挂膜过
程，能有效改变我国西北地
区 存 在 的 水 温 低 ，挂 膜 困
难且不完整的问题，使生物
滤池可以快速投入使用，降
解有机物。

供水管网漏损是困扰城乡供水工程高效运行
的一大顽疾。“不仅浪费了部分取水、处理和输配
的成本，若管道出现漏损而长时间未被发现，则会
影响建筑物和路面交通安全，严重时会造成人员和
物资损失，影响城市的生产和生活。”该公司技术负
责人杨占江说。

“小水管”连着“大民生”。红寺堡水务公司重点
以降漏为主，辅助漏损组织管理、制度流程、队伍建
设、软件系统、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建设，充分利用
DMA计量分区对供水区域实行网格化管理。漏损物
联网监测系统 V1.0构建起了漏损控制长效管理体
系，采取主动的漏损治理措施，提升管网漏损控制水
平，降低管网漏损率，实现管网漏损系统运行维护的
信息化与自动化。

2023年，红寺堡水务局与红寺堡水务公司，督促
供水厂和各受益村及水管人员四级联动，本着“不落
一村、不漏一户、不留死角”的工作要求，对全区 5个
乡（镇）64个行政村覆盖的供水管网设施进行“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多轮次拉网式排查，累计巡查供水主
管网 20余公里，村级供水管网 30余公里，及时消除供
水主管网安全隐患 10余处，检修受益村入巷供水管
网冻管、水压力不足 30余处，维修群众入户管道跑冒
滴漏30余处。

为进一步抓执行促落实，红寺堡区立足群众需
求，针对保障农村人饮安全供水，多轮次开展农村人
饮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着力解决群众用水难题，
全力保障农村安全供水，真正把“暖民心”的饮水工作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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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连续
10年保持在 5.4%以上——这项数据不仅高
于国家平均水平，更有力助推我区于 2018年
率先在西部地区以省为单位实现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目标。以此为分界点，宁夏迈入优质
均衡发展阶段，获批建设并顺利通过“互联
网+教育”示范省（区）评估验收。

2022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
出 212 亿元，其中义务教育经费占比达到
60%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100%，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4个百分点。

相对的，受城镇化进程加快和 2015年全
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叠加影响，人口增减
变化造成义务教育学位供需矛盾凸显。“2016
年和 2017年出生的孩子即将在今年秋季入
学，未来三年是义务教育学位增量需求的高
峰期，特别在净流入人口量大、人口集中度高
的部分城区，已经出现了义务教育学位紧缺
的状况。”自治区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
冬梅说。

自今年 4月中旬以来，自治区财政厅会
同教育部门开展联合调研，在对全区义务教
育学校学位供给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基础上，
多次深入学位紧缺问题最为突出、最具有代
表性的银川市及所辖三区进行调研。其间，
工作专班不听汇报，直奔一线，从各地教育局
到学校，面对面谈问题、手把手查底表、到现
场看项目，对学位需求、在建项目、资金缺口
等关键数据反复核对。

“我们根据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分析得出，近五年，全区城市中小学学生
增加 8.19 万人，乡村中小学学生却减少了
4.89万人。全区人口流动总体呈现出乡村向
城镇、城镇向市辖区、各地级市向银川市聚
集的态势，相应出现人口净流入区域学位
紧缺问题。”杨冬梅说，此外，部分学校也在
调研中反映存在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设备
方面的问题。

二

调研取得第一手资料后，自治区财政厅
工作专班迅速联合各市（区）财政部门、教育

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学位问题的方法路径，努
力寻求方案“最优解”。

“按照财权和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我们计
划在压实市县（区）主体责任基础上，结合部
分特殊因素，通过奖补给予支持。”杨冬梅说，
2023年是我区适龄儿童入学高峰期，调研最
终的落脚点不仅是解决当前问题，更要着眼
长远发展。自治区也将通过阶段性奖补措施
支持市县（区）增加部分学位，避免后期人口
减少形成学位闲置浪费。

结合调研成果，自治区财政厅研究提出
《关于支持增加义务教育学位供给财政政策
措施》，计划于 2023年至 2025年新增设立“义
务教育学位供给奖补项目”，引导市县（区）增
加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奖补资金采用因素法
分配，按照人口增长情况、义务教育学位增
加、地方财力等因素向学位紧缺的市县（区）
倾斜。资金由市县（区）统筹，主要用于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补充因编制不足临聘教师待
遇保障方面的资金缺口，或新改扩建义务教
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以及配置教育教学设
施设备等方面。

《措施》明确要求各市县（区）要坚持把教
育投入作为地方财政支出重点优先保障，通
过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政府债券、教育费附加
等多种渠道，足额保障义务教育资金需求。
对增加学位数量多、财力不足且未列入高风
险地区的市县（区），自治区财政厅将通过安
排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的方式，支持加快
在建项目进度，确保一批义务教育学校在今
年秋季学期建成投入使用。同时，在国家薄
改项目规划中期调整中，争取将义务教育新
增学位项目纳入其中给予支持，并根据学位
增加、编制变化、地方财政收支等，及时跟进
调整优化一般转移支付。

“随后将由教育主管部门对市县（区）学
位供给情况进行评估，自治区财政则结合评
估结果，对学位供给任务重、财政压力大、学
位供给成效明显的市县（区）给予倾斜支持。”
杨冬梅说，下一步，自治区财政厅还将建立健
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统筹兼顾学位
规模扩增和区域合理布局，优化区域教育资
源配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教育资源的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

自治区财政厅拿出2亿元用于增加义务教育学位供给——

让更多孩子“上好学”
本报记者 张 唯

7月 11日，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增加义务教育学位供给财政政策措施》。7月 25
日，为落实财政支持政策配套制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也接续推
出，为宁夏各地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和增加学位供给、规范和加强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奖补项目资
金管理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提供政策指引。目前，今年安排的2亿元学位项目奖补资金已全部下达。

村里来了乡村振兴工作队，环境好了，产业兴了，村民富了——

企业帮扶“不歇脚”村庄建设铆足劲
本报记者 张慈丽 文/图

宁夏石化公司乡村振兴工作队在田间查看庄稼长势。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坚持

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从严从实抓好整改，

切实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指导县（区）提前谋划储

备2023年项目，严格项目入库程序和质量审核论证

把关，及时研究审定年度项目库和计划实施项
目。举办了全区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培训班，培训
市县两级相关工作人员 170余人。健全完善衔
接资金使用管理全过程监管机制，依托项目库
系统和财政直达资金监管系统，有效推动项目
实施、资金支付，到人到户项目资金落到实处。
截至7月底，全区2023年入库项目10173个，资金
规模164.57亿元，其中纳入年度实施计划项目共
计9450个，资金规模132.85亿元，已到县中央及
自治区衔接资金安排率99.89%，衔接资金支出进
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一。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常学文 （本报记者 乔素华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