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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服贸会达成成果
线下参展企业国际化率超20%

9月6日，以“开放引领发展 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的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

11001100余项余项

成果 本届
服贸会在
成 交 项
目、投资、

战略协议、权威
发布、首发创新
和联盟平台等七
方 面 共 达 成
1100余项成果

参展
企业

本 届
服贸会线
下参展企
业国际化

率超过 20%，包括
500余家世界500
强、行业龙头企业，
覆盖 28 个服务贸
易前 30 强国家和
地区

亮点 为期 5天
的服贸会，举
办了15.5万平
方米的展览展

示、200多场论坛洽谈
等 ，线 下 参 展 企 业
2400余家，线上参展
企业6700余家，境内
外参展企业的新技术、
新应用得以精彩展示

增进
开放
合作

本届服贸
会进一步宣示
了中国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

增进开放合作的不变立
场和坚定决心，进一步
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和服务业扩大开
放的精彩亮点和突出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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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陈秀梅 张艳丽）
9月 6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公布了首
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名单，我区闽宁镇（葡萄酒）榜上
有名。

当日，闽宁镇镇长马晓平介绍，近年来，闽宁镇把发展
葡萄酒产业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依托高标准项目建
设，通过“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移民增
收，确保移民脱贫成效更稳固、更持续。目前，全镇共有立
兰、德龙等 13家酒庄，葡萄种植面积达 8万亩，极大地带动
了农民就业，实现年收入3.26亿元。

从西海固移民到闽宁镇原隆村的村民刘莉，10年间，
年收入从不到 2万元增长到如今的十几万元，她告诉记者，
是闽宁镇葡萄酒产业为她和乡亲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实现
了人生价值。特殊的经历和奋斗故事，使她成为电视剧
《山海情》中“白麦苗”的人物原型。

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名单公布

闽宁镇（葡萄酒）榜上有名

九月的六盘山满眼绿色。六盘山地区是我区推进“生态优先”战略和“三山一河”建设的重要区域。多年来，固原市持续完善六盘山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
治理，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随着自治区“三山”生态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预计到 2025年，六盘山地区退化生态系统将得到有效恢复，森林覆盖率达到 32.79%，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达到88.99%。 本报记者 王猛 见习记者 师越 李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朱立杨）9月 6日，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雨浦主持召开全
区推进“三北”工程和荒漠化防治工作座谈
会，听取对有关政策措施的意见建议，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决打好荒漠化防治攻坚战，筑牢祖
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张雨浦指出，宁夏是唯一全境被划入“三北”

工程建设范围的省份，也是全域纳入本轮黄
河流域“几字弯”攻坚战区的省份，肩负着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使命
任务。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新发展
理念，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新一轮“三北”工程任务。

张雨浦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
兼顾，综合运用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两种手
段，全面落实“四水四定”要求，正确处理荒漠

化治理与生态保护、富民增收等重大关系，扎
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要突出科技创新，强化综合施策，注重学
习世界先进经验，建立专家团队，建立健全科
学决策规划机制，定规、定地、定水、定种、定
标、定时、定资、定效、定责，加强项目全生命
周期要素保障管理，持续拓展更加健康、更可
持续的生态空间。要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支
撑保障，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形式主
义，加快完善规划政策、多元投入、市场动力、

技术支撑、责任落实、社会参与、国际合作等
荒漠化防治推进机制，用活市场机制，发展治
沙产业，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创造宁夏治沙新经验、作出宁夏新
贡献。

会上，自治区领导陈春平、刘军分别提出
具体要求。国家林草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
自治区有关厅局、重点市县负责同志作交流
发言。专家学者李月祥、宋乃平、张新华等提
出意见建议。

打好荒漠化防治攻坚战 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张雨浦主持召开全区推进“三北”工程和荒漠化防治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王刚）“这几
年，我们先后投入 200多万元，建
成特色餐饮、采摘大棚、垂钓中心、
儿童乐园等设施，年收入超过 100
万元。今年，我们准备建设长城特
色民宿，吸引更多游客来玩耍。”
9月 4日，盐池县花马池镇张记圈
村泓钰农家乐负责人李金名对记
者说。近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星
空爱好者纷纷“打卡”长城脚下，盐
池以长城民宿和星空露营的方式，
让游客亲身体验长城与星空的奇
妙组合。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盐池县，
探寻这里依托长城文化遗址，扎实
推进文旅融合，打造全域旅游的

“盐池实践”。据盐池县文物管理
所所长王生岩介绍，长城自西向东
进入盐池境内，在兴武营分成两
条：一条偏南沿县城北门向东而
去，称之为头道边，2020年，头道
边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长城重
要点段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
夏段）示范段之一；另一条偏北，
离县城 30余里，向东而去，称之
为二道边。两道明长城占宁夏
长城遗址总长的 25%，素有“露
天长城博物馆”的美誉。此外，
盐池境内还有一座全国罕见的隋
长城遗迹。

盐池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
人李月新告诉记者，宁夏考古工
作者经过多年努力，探明盐池境
内拥有 259公里长城遗址、23 座
古城堡、169个墩台，先后挖掘汉
代张家场古城和窨子梁唐墓。
窨子梁唐墓是少见的石室墓，也是宁夏境内发掘的具有
相当规模的家族墓地，目前，这种形制别具一格、保存尚
好的唐代墓葬在河套地区仅此一处，具有极高的历史和
艺术价值。

近年来，盐池县围绕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
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工程，充分挖掘“红老区、古长城、
绿盐池”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启动长城文化公园（盐池段）策
划编制，构建“一核一带多点”的发展布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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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京回来了！”9月 6日，第一次坐
飞机的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巧媳妇”马燕
回到家，张开双臂拥抱自己的孩子，她脸上写
满幸福和骄傲；“巧媳妇”海燕直奔“闽宁禾美
电商扶贫车间”的直播室，通过网络把自己的
北京之旅分享给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我今
后一定要飞得比这次还要高、走得比现在还
要远。”

2019年，“闽宁禾美电商扶贫车间”在闽
宁镇成立，搭乘电商快车，打造了“巧媳妇”
品牌。从此，马燕、海燕等 30多名从固原市
生态移民而来的农村妇女，换了一种活法：
从在家看孩子做家务，变身为产业工人、带
货主播。“我们的‘巧媳妇’中有 80%是回

族，文化水平最高的是高中。扶贫车间成
立这 4年，我看到了她们身上的变化，她们
的未来绝不止步于当下。”扶贫车间负责人
徐美佳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决定把 12名

“巧媳妇”送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感党恩、
到“抖音”“快手”总部接受培训，去看一看
更大的世界。

“我们带的货是宁夏优品、八闽好物，怎
样才能扩大影响力？”“我们的视频要不要拍
得‘高大上’一些？”……在“抖音”“快手”总
部，“巧媳妇”们不错过任何一个发问的机会，
让对方派出的专家应接不暇，在一一作答后
专家为“巧媳妇”的勇敢点赞。“专家鼓励我们
要坚持做农产品项目，还要帮我们一起开辟

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信心十足。”这次
培训，让敢闯敢干的海燕有了新目标：向着头
部主播迈进。

站在天安门前，马燕感慨万千：“感谢
党的好政策，让生来胆小腼腆的我，从固原
来到银川当工人，又从银川坐飞机到北京
学习，我的人生变化咋这么大呢。”小姐妹
摆西彦在旁边说道：“过去，马燕连自行车
都不敢骑；现在，她已经开始考驾照了。
去年，她还拿了 1 万元年终奖，成了大家的
榜样。”

当前，在“巧媳妇”们的努力下，扶贫车间
年销售额过了千万元，员工也从 30多人增加
到90多人。

到天安门前感党恩、在“抖音”“快手”接受培训——

闽宁镇“巧媳妇”北京归来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周一青 见习记者 刘 祥

本报讯（记者 马越）9月 6日，记者从第
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宁夏自 2015年牵头建设中阿技术转
移中心以来，通过组建中阿科技合作平台、组
织开展中阿技术转移对接和专业化培训活
动、促进中阿技术转移成果产业化等措施，有
效推动我国马铃薯种薯繁育与标准化种植、
卫星遥感数据监测、跨境电子支付、矿物资源
循环利用等 7个领域 16项先进适用技术成功
走出国门。

据介绍，围绕农业物联网应用、马铃薯高
产机械化种植等领域，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先
后在约旦、埃及等国家共建了一批联合实验
室和科技示范园区，持续推动中阿科技交流
合作。联合阿盟、沙特、阿联酋（迪拜）、约旦、
阿曼、埃及、摩洛哥、苏丹 8个技术转移国外双

边中心，常态化开展技术推介对接活动。同
时，举办 20余期国际技术培训班，汇聚一批专
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培养了 800多名国际技术
人才，成为联通中阿科技合作交流的重要纽
带。一系列“组合拳”推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
走向国际。

2015年，在中阿技术转移中心的积极推
动下，宁夏大学与阿曼苏丹卡布斯大学共建

旱区资源评价与环境调控重点实验室，联合
开展智能节水灌溉新技术、新装备研发。
2017年中阿博览会期间，宁夏大学与阿曼马
斯喀特苏瓦迪农场签署了“中阿节水设备技
术转移合作协议”，标志着宁夏的节水灌溉技
术成果成功落地阿曼。2019年，埃及艾因夏
姆斯大学又与宁夏大学联合共建中埃节水灌
溉国际联合实验室，先后在埃及国家研究中

心农场、埃及沙漠研究中心农场共建成 2个风
光智能节水灌溉试验基地。截至目前，宁夏
大学节水灌溉项目已在阿拉伯国家建立 7个
示范基地，在国内建立 17个示范基地，综合节
水 22.2%、节能 26.6%，项目团队培训了来自
23个国家的技术人员 2300余人次，使宁夏的
农业科技成果成功走向世界。

为支持国内企业技术成果“走出去”，中
阿技术转移中心立项支持固原天启薯业有限
公司实施中阿（约旦）马铃薯科技试验示范基
地建设项目，有效突破了约旦哈里德农业
公司在马铃薯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控、机
械化作业等方面的技术瓶颈，建成马铃薯
试验示范基地 600 亩，增产率 28%，辐射带
动面积 3000 亩，推动当地马铃薯产业升级
增效。

借助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平台

我国16项先进适用技术成功走出国门

本报讯（记者 张唯）9月
6日，在石嘴山市平罗县宝丰
镇宝丰村，成片的巨菌草随风
摇曳。这种叶子像玉米、形状
似高粱的高大草本植物，如今
已在宝丰村深深扎根，成为当
地村民眼里的“致富草”和“幸
福草”。

菌草具有根系发达、光合
效率高、适应性广，耐旱、耐盐
碱、耐瘠薄，抗逆性强、保水保
土、有效改良盐碱地等特性，是
生态治理的先锋植物。自
1997年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菌草之
父”林占熺带领团队来到宁
夏后，我区开始 20 多年的菌
草种植发展历程，菌草也由此
成为闽宁对口扶贫的重要产业
之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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