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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还旧账，不欠新账，于
情于理，都该做到！这是诚
信、诚意，更是责任与担当。

最近，我区一些国有企业清还民营
企业欠款的消息见诸报端，引人关注。

本来，欠账还钱，天经地义，这件事
再正常不过，也不新鲜。这个问题之所
以被“拎”出来，是因为我们迎来了制度
机制的破解。

机缘来自不久前的一份文件。7月
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不仅肯定了
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回应了民
营企业的重点关切，更从大方向和战略
层面，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31条”政
策举措。

短短十几天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多部门于8月1日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

其中针对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明确
由工信部牵头来推动解决，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市场监管
总局等多部门联手参与，重点清理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

9月 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
闻发布会，宣布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
局，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
工作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
会上还对开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
动提出明确要求……

一系列重要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从
制度、机制到政策的整体配合，再到具体
的落实，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不但使
操作更具体、执行更有力，更着眼于解决
民营企业的痛点难点，力求通“堵”点、解
矛盾。而聚焦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
无疑就是在聚焦热点重点，直面“老大
难”，充分释放了党中央解决民营经济发
展难题的信心和决心。

关注多、下狠心、强部署，无非是民

营企业被欠账问题困扰已久。据一份
对全国 3600多家中小企业的调查结果
显示，65%以上的样本企业反映被拖欠
工程款，其中被拖欠 1年以上的企业占
36%，有的企业甚至被拖欠长达 10年之
久，而 4%的被调查企业已因此停止运
营或濒临破产。拖欠款项问题，往小了
说，严重侵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合法
权益，不仅加剧了资金困境，甚至危及
他们的生存。在欠款面前，民营企业拖
不起、等不起、耗不起。尤其是现在，于
疫情影响下走过的他们，正在遭遇诸多
困难，而很多问题，都需要真金白银来
解决，没钱真的寸步难行。再往大点
说，是否拖欠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账
款，折射出的却是地区营商环境的好
坏，即便只有一隅，也会成为破坏营商
环境的突出性变量，影响到经济复苏动
力、就业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全局。
因此，必须从政策制度上发力，切实解决
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等影响民营经济发展
的深层次问题，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勇

往直前、大有作为。
如今，要求已明确、任务已部署，如

何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见实效，
让民营企业恢复元气再出发，就要看是
不是能想方设法把欠企业的钱还了，且
绝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一方面，当然
要加快陈年旧账的清理，对欠账进行

“限时清零”；另一方面，更要严格落实
预防机制，将严重拖欠的主体列入失信

“黑名单”，加大惩戒问责的力度，形成
倒逼机制，做到无论是老问题、还是新
难题都尽心尽力去解决，坚决预防新增
拖欠。

优化营商环境，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当下不妨先从“不欠账”做起。快还旧
账，不欠新账，于情于理，都该做到！这
是诚信、诚意，更是责任与担当。

在欠款面前，民营企业等不起耗不起
孙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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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秋意上树梢，石榴亦红火。
有诗言：“千房同膜，千子如一。”

成熟的石榴只有一层薄薄的膜，却包
裹着几百上千粒石榴籽儿，粒粒晶莹
清透的石榴籽各呈个体而又密不可
分，共同构成饱满结实的石榴果，恰如
56个民族血脉相连、相互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拿“石榴籽”妙
喻民族团结。他曾指出：“在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
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
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石榴”和

“石榴籽”的关系，正是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形象比喻。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
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
共的共同体理念，整个中华民族才能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
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
努力。

宁夏是民族地区，民族团结一直
是我区发展繁荣的永恒主题，也是我
们牢记嘱托、践行使命的努力方向。
今年 9 月，宁夏第 40 个民族团结进步
月如期而至，聚焦“民族团结一家人
中华民族一家亲”主题，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七进”活动

为主要内容，一项项聚人气、接地气的
活动正在全区各地铺展：银川市，将民
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同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市相结合，培育打造了闽
宁镇等 18个国家级、202个自治区级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涌现出了“互联

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批
叫得响、过得硬的经验做法；中卫市，
以民族进步团结月为载体，打造并持
续深化“沙漠水城共圆梦”IP形象，厚
植守望相助“石榴情”、奏响交流交融

“和谐曲”、画好凝心聚力“同心圆”；吴

忠市，几十年来坚持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月活动，持续举办“社区邻居节”，实
施好“民族团结育苗工程”，把爱我中
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心灵深处……

民族团结之树根深叶茂，民族团
结之花常开长盛。如今的宁夏，珍惜
和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早已深深融入
每个人的灵魂和血脉，民族团结也早
已成为宁夏一张亮丽的名片，这是全
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
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缩影和实
践典范，于我们而言，是宝贵经验，亦
是珍贵财富。未来，书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的壮丽篇
章，仍然要靠全区各族人民团结携手、
共同奋斗。只要我们继续抓好创建工
作，守好促进民族团结生命线，努力建
设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
经济上共富共享、社会上互嵌融合、命
运上相互依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
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推动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就一定能打
造出像石榴一样红火的日子、甘甜的
未来。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宫炜炜

漫画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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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浪宁夏·品味道”青春集
结令2023银川市商务局电商带货达
人挑战赛圆满闭幕，现场对在本次
活动中表现突出的52名电商达人及
10家商户进行表彰奖励。

近年来，无论是电商直播带货
消费额井喷式增长，还是大批从业
者投身其中，或是领导干部主动“触
网”、各路名人现身直播间、各种老
字号纷纷入驻直播平台……都在告
诉我们，电商直播带货已成为“新风
口”，且势不可挡。正所谓，察势者
明，趋势者智，此次银川市举办电商
带货达人挑战赛，就是顺应趋势的
有益之举，不仅让人从中看到了强
烈的识变应变求变意识，也看到了

当地积极探索、有效作为的能力。
这对于各地各部门拥抱移动互联
网、冲浪数字化颇具意义。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
不会一帆风顺，会有阵痛、有波折，
电商直播带货亦如此。应对之策就
在于，我们既要理性看待、顺势而
为，用富有前瞻性、连续性、稳定性
的政策和措施写好“下半场文章”；
更要从“上半场发展”中汲取经验教
训，不能墨守成规、踌躇不前，坐失
发展良机，也不能对虚假宣传、产品
质量问题频发等突出问题置之不
理、敷衍了事，误了弯道超车机遇。
总而言之，在好的行业生态上下苦
功，自然能收获惊喜连连。

写好电商带货“下半场文章”
虎 权

近日，固原市原州区举办“才聚
六盘·智汇原州”在外人才返乡行活
动，邀请乡贤齐聚原州，共叙乡情、
共谋发展。

“乡梓之情”是中国人永远绕不
开的一个话题。无论走多远，家乡
的点滴变化、发展进步总是牵动着
游子的心。此次，原州区一声号召，
在外乡贤纷纷返乡，不仅让我们看
到了心系故土的赤子情怀，也看到
了原州区当下快速发展对人才潜藏
的吸引力。正所谓，乡村要振兴，人
才是关键，有了人才才有发展的动
力、竞争的资本。就说此次返乡的
乡贤，他们长年在外打拼，有的是行
业专家，有的是业界翘楚，积累了丰
富的人生阅历、实践经验，不仅自身

是人才资源、智慧担当，背后还蕴含
着巨大的人脉资源、创新资源、项目
资源等，对原州区而言，这都是宝贵
的发展机遇。

一场在外人才返乡行活动，既
让乡贤才俊有机会回报家乡，也用
乡梓之情搭建起了推动地方发展的
桥梁与纽带，扩大了“乡音朋友圈”，
为乡村振兴引入了发展资源，可以
说，这就是一次人才与乡村振兴的
双向奔赴。但，把家乡对人才的吸
引力作用发挥到最大，绝不应该限
于一份乡愁、一份情感，而是需要各
地不断强化对在外人才的情感关
怀、帮助帮扶，坚持用心用情、多点
发力，如此，才能吸引更多在外人才
为家乡“衔泥筑巢”。

用“乡梓之情”为发展助力
沈 琪

截至 2022年年底，全区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面积972万亩，以灌溉
自动化、管理信息化、服务智能化为
基础的高效节水灌溉替代传统大水
漫灌，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一渠一
沟”“一渠一路”灌排布局，推动着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如果说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本
条件的话，那么高标准农田则是粮
食丰收的关键。有了高标准农田才
能产好粮食、多打粮食，弥补土地存
量不足的矛盾。从我区近年来的实
践可以看出，高标准农田包括诸如
道路畅通、施肥、浇水、田间管理、灭
虫等多方面的现代化管理。科技是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驱动

力。唯有不断运用创新手段，以先
进的科技手段取代人工作业，才能
让高标准农田蕴含更多“科技因
子”，在科技智能的领跑下为广大人
民群众缔造美好生活。

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高标准
农田建设根子也在农民。只有粮食

“肉”起来、农户“胖”起来，国家才能
“壮”起来。因此，相关部门在加大
科技助农的基础上，也要下足“绣
花”功夫，打通管护“最后一公里”，
重点支持本地种粮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等新型经
营主体将高标准农田“玩转”起来，
让农民在粮田上看到收益，这样才
能让乡村振兴走得更稳更远。

将高标准农田“玩转”起来
尉迟天琪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姬禹）9月 5日，经过 3 年数据检测和收
集，架在须弥山唐代大佛周围的脚手架被顺利拆除，大佛完全展
露，喜迎八方游客。初秋时节，固原市须弥山旅游景区山巅古松
挺拔，山下流水潺潺，苍松翠柏与山寺、亭台楼阁交相辉映，吸
引游客会聚于此。“须弥山风景优美，沿着阶梯爬上来看到了
须弥山大佛，中国十大名石窟果然名不虚传。”内蒙古游客王
晓敏开心地说。

须弥山石窟开凿距今已有 1500多年，是“宁夏二十一景”之一，
2007年被列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段的 48个重要节点之
一。“经过 3年数据检测和收集工作为下一步抢险加固须弥山大佛
窟沿打好基础。”须弥山文物管理所所长王玺说。

须弥山石窟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推
出须弥山石窟、佛国、松涛、丹霞、禅塔、菩提、石门、桃花等八大景观
供游客参观体验。“我们通过实施A级旅游景区复核整改、智慧化停
车场建设、游客中心改造等项目，新增水上娱乐项目等工程，极大提
升了景区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做到了购票智慧化、简便化，有效提升
了游客入园效率。同时，结合丝路石窟遗产，开展了研学旅行、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旅游产品展示展销等一系列活动，吸引游客。”
须弥山旅游景区市场部部长佐伟说，今年截至目前，须弥山石窟景
区累计收入 390万元、同比上升 21.83%，累计接待游客 9.3688万人
次、同比上升62.4%。

演员在教授孩子们经典戏曲动作。9月 5日，由永宁县委宣传部、永宁
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永宁县教育体育局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非
遗）进校园活动拉开帷幕。活动为期一周，演员们将走进李俊镇中心小学、
望洪镇新华中心小学等十余所学校，让传统文化与孩子们“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马楠 通讯员 王婷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刚）9月 6日，由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的 2023年
银川市“文化惠民·一元剧场”启动仪式暨名家名段专场演出在银川举行。
在当天举行的首场名家名段专场演出中，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情演绎了《辕门
斩子》《三娘教子》《五郎出家》等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文化惠民·一元剧场”始于2014年银川市开创的“秦腔票友大赛”，并于
2015年被列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成为享誉全区的文化
活动品牌。近年来，“文化惠民·一元剧场”坚持“企业联姻、院团服务、百姓
受惠”的运营模式，走出剧院，深入街道、村镇、学校等地，演出由秦腔戏曲逐
步拓展为民俗文化和综艺晚会，演出单位由专业院团拓展到民间秦腔剧团，
丰富了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

今年“文化惠民·一元剧场”活动将举行 20场秦腔专场、12场综艺专场，
还特邀陕西、甘肃等地的秦腔名家与宁夏本土专业团队联袂演出经典传统
大戏。“‘文化惠民·一元剧场’活动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同时让
观众在欣赏精彩演出的同时，切身感受到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银川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有关负责人说。

“一元剧场”让群众尽享文化大餐

《三娘教子》选段。 本报记者 王刚 摄

历史名胜绽放新光彩

时隔三时隔三年年
又见须弥山大又见须弥山大佛佛

游客在须弥山景点拍照。

↑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须弥山大佛远景。 本报见习记者 姬禹 摄

传统文化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