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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昔日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一根拴驴桩都难觅，如今山麓青绿
游人织。全域封禁的罗山实现了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

10月 27日，从空中俯瞰秋日罗山，一道
道绿色沟壑蜿蜒而下，满目青绿一直“流淌”
到山脚下。

平地一座青山，几十公里外清晰可见，
罗山成为山脚下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
集中安置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最显著的
自然地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
同视角下的罗山“百相丛生”。因为罗山“远
近高低”位置的变换，让红寺堡区的移民们
观赏着不一样的景致，收获着“各不同”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

山绿游人织

“罗山叠翠”这道生态好景的呈现是近

些年的事。
20世纪，罗山尚未封禁，过度砍伐放牧

使山上草木日渐凋零，水土流失愈加严重，
奔腾而下的山洪把山体划出一道道“深疤”。

山洪从罗山倾泻而下，一路奔涌汇入 50
多公里外的黄河，沿途裹挟而下的宝贵水
土，日益加重着母亲河的生态负担：水质变
浑，河床抬高。

后来，伴随着罗山全域封禁，两麓村庄
搬迁殆尽，山上山下得以休养生息。

草木日渐繁茂，山上水土被牢牢锁住，
泄洪沟久不行洪，逐渐被植被覆盖起来，变
成了生态沟。在水土涵养下，罗山生态进一
步好转，又呵护了山下红寺堡区的生态，更
为母亲河的安澜作出了贡献。近年来，伴随

着宁夏水土流失实现总体逆转，黄河干流宁
夏段水质连续6年保持Ⅱ类进Ⅱ类出。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山脚下的红寺堡区，通过大力推进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与罗山一道“新生”。

驶下红寺堡北高速公路出口，在近10公
里的入城路上，两侧分布着由乔木、灌木、花
卉交织而成的宽幅绿化带，一眼望不到头。
令人不由感叹：在荒漠之中起步的移民开发
区，居然创造出如此惹眼的生态长廊！屈指
一算，这片土地告别“连一根拴驴桩都找不
到”的不堪还不到20年。

作为罗山脚下的原住民，贺满孝饱览山
色，让他印象最深的要数“一年七十二场巡
山雨”的奇景： （下转第六版）

“人与青山”两不负，“好诗”自会在身
旁。罗山的美，有目共睹：远观，整座山峦在
缺雨少绿的中部干旱带上，氤氲着“青山含
远黛，白云自空流”的意境和美景；近看，山
下搬迁而来的 23.5万移民，因这片绿享受着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的闲
适和雅致。而这样的美，都源于一场主动

退让——罗山的全域封禁，让山上山下都得
以休养生息。

退让，在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深入人心，也在于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的认知日益完善。从吃起“生态
饭”，到酿起“罗山蜜”，再到养起“美杞鸡”，

“点绿成金”的精彩蜕变，靠的正是从“吃山

靠山”到“不负青山”的思路转变。“绿水青
山+文体赛事”为美丽乡村注入了经济新活
力，“罗山情”激活了村集体的“生意经”，生
态养鸡的新路子打开了生态利民的新思路，
也充盈了群众的腰包。都说“罗山缘聚八方
人，黄河水富万顷田”，怀抱青山如何坐拥金
山？罗山脚下的生动实践告诉我们，在生态
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坚持在

“活绿”上打破束缚，在“用绿”上精准发力，
才能以思路之变、创意之变点缀绿水青山，
激活乡村振兴、地区发展引擎。

思路变 青山兴
贺姗姗

相看两不厌 今有翠罗山
——在宁夏寻找“两山论”的生动实践系列报道之六

本报记者 杨焘郡 杜晓星 杨志挺 见习记者 哈 玲

罗山脚下绿生金。 本报记者 杨志挺 摄

10月27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区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一产增加值、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第一方阵，这
些增速背后的支撑力是什么？

据了解，今年 2 月 20 日，《全区
种植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等一系
列文件出台，明确在确保粮食种植
面积和产量稳中有增的基础上，重
点调整粮食内部结构，稳定小麦、水
稻种植规模，加大粮饲兼用型玉米
品种种植规模；优化区域布局，稳步
提高种植业生产效益；引黄灌区重
点布局优质粮食、设施蔬菜、露地蔬
菜等特色产业，大力推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我区先后出台了加强
“三大体系”建设、推进“六特”产业
高质量发展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稳定奶产业“五项措施”、
肉牛产业发展“十条措施”依次落
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稳步推进。

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中央和自治区下达的财政
支农项目涉及7大类47项，主要涵盖
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改良、预制
菜产业发展等方面。实行重点项目
建设领导包抓机制，抓建设、促进
度、保质量，截至 9月底，全区新建和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64.5万亩，发展
高效节水农业42.6万亩，分别占年度
任务的 65.3%和 57.5%；盐碱地改良
5.8万亩，预计到年底将完成10万亩。

为弥补农产品精深加工的短板，我区大力培育发展预
制菜产业，成功举办全区首届预制菜产业发展推进会，达成
合作协议 34项，签约金额 21.8亿元。高水平举办第六届中
阿博览会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大会，达成合作项目
34 个，签约金额34.32亿元。

盐池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村民，有的擅长养殖，有的擅
长物流运输，有的则懂育种扩繁技术。为了提高小农户参
与、融入产业发展的技能，盐池县以宁夏盐池滩羊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为龙头，通过延长产业链、细化分工，让农民充分
参与种养加、产供销等各个环节，分享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为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我区成立了联农带农促农
增收工作专班，组成 11个工作小组，扎实开展 16项课题研
究，找准当前产业、行业在联农带农促农增收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逐个突破。落实重大工程、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
当地农民就业政策，积极开展高素质农民和移民安置区实用
人才培训，前三季度，全区累计培训高素质农民4500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82.77万人，通过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帮扶
车间吸纳就业5.3万人。充分发挥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
节“三节”联动效应，积极打造农村集市、农村电商、休闲农业
等农村领域消费场景，“十一”假期期间，我区线上线下消费额
达到3.83亿元，促进了农民增收。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这一系列举
措和实干，支撑了我区前三季度农林牧渔业创造了佳绩，我
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年底交上令群众满意的年度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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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 者 在 银 川
市行政中心看到一间约
20 平 方 米 的 蓝 色 小 房
子——生活垃圾分类储
藏室，这里“藏”着银川
市行政中心 53 家单位、
1175 间办公室“绿色生
活”的“大秘密”。

储藏室干净整洁，在
贴着“废旧报纸”“废金
属”“废纸箱”“废旧衣服”

“书刊杂志”“废旧塑料”
等标志的置物架上，放着
几个蓝色手提袋，每个袋
子上都标有单位名称和
编号。53 家单位的智能
电子秤 ID 卡整齐地排列
在墙上，地上一台智能
电子秤和墙上的自治区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平台
相连。

这个“小”平台是如
何激活干部群众垃圾分
类“大”兴趣的呢？

原来，银川市机关
事务服务中心给每间办
公室配发蓝色回收袋，
办公人员每周二、周五
将可回收垃圾提到储藏
室，刷卡称重后数据自
动上传到管理平台，并
按市场价“结算”。比
如，10 月 20 日，银川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清 运 可 回
收 物 7.96 千 克 ，收 益
8.76 元；银川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清运可回收物 25.46 千克，收益
28.01 元；银川市应急管理局清运可回收
物 29.36 千克，收益 32.3 元。收益对应着
积分，可兑换 30 余种办公用品及生活服
务代金券。

积分是奖励，同时也发挥着监督作
用。早在 2018 年，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就引进了智能化管理平台，53 家单位践
行垃圾分类行动已生成大数据，据此，对其
垃圾分类情况作出判断。“如果某单位垃圾
回收利用率达不到 48%，我们会督促其有
效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们以不同品类收集数据、各机构
分类数据、全市回收率汇总信息为基础，实
现垃圾分类数据动态追踪、情况实时掌握，
确保全市各级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可追溯、可查询。”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行政中心各单
位累计处理可回收物26061公斤，兑换280万
积分，垃圾回收率达60%左右。

近年来，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不断
强化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后荣获“国家
级能效领跑者”“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等 5项“国字号”荣誉，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公
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水平，充分发挥了示范
引领作用。

小
储
藏
室
里
的
﹃
大
秘
密
﹄

宁
夏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全
媒
体
记
者

倪
会
智

10 月 29 日，在 2023 宁夏室内铁人三项赛中，选手们奋
力拼搏。当日，由宁夏社会体育服务中心主办、宁夏铁人三
项运动协会承办的 2023 宁夏室内铁人三项赛在银川圆满
结束。比赛为期 2 天，从青少年到成人共分10个组别，进行
游泳、自行车、跑步3项运动角逐。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
金融发展之路，持续推动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稳步扩大金融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合力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事业稳健前行。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大幅度提升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部门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
识，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业立业之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质效不断提升。

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
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第二大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

普惠金融走在世界前列，我国金融体系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余额从 2014年的 81.43万亿元攀升至 2023年 9月的 230多万亿
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

直接融资渠道也在不断畅通。从 2012 年的不到 30 万亿
元，到如今逾 150万亿元的托管余额，中国债券市场不断发展
壮大。“在超 5200家A股上市公司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
近 2900家，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
会长孙念瑞说。 （下转第六版）

推动金融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以来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综述

■ 我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74.7亿元，同比增长7.5%

■ 一产增加值270.26亿元，
同比增长7.3%，增速均居全
国第三位

■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1368元，增长8.0%，增速排
名由上半年的第12进位到全
国第5位

今年前三季度

海拔8163米 世界第八高峰

宁夏小伙海宁登顶马纳斯鲁峰

二版

精神底色——即使摔倒了，也要
抓一把沙子站起来

从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三闲”创业起
步，到经济总量连续29年居福建县域首位，是什
么让曾经“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
的晋江，蝶变成百万人打拼的梦想之城，生长出
安踏、恒安、柒牌等傲立行业之巅的民族品牌？

宁夏党政代表团福建考察第一站，便来
到晋江经验馆，取经寻宝。

时间的指针回到 21年前，世纪之初的晋
江，“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

多”，企业多则多矣，但多是“只见星星，不见
月亮”“低端竞争，富而不强”。

此路不通！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福建工
作的 6 年期间七下晋江调研，在 2002年总结
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
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晋江经验”。

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晋江人全力打造“不
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

“晋心晋力”营商服务品牌，“最多跑一趟”和
“一趟不用跑”事项占比达 99.8%，以一骑绝尘
之势在全国县域营商环境中问鼎三甲之列。

在晋江，民营经济就像随处可见的绿水

青山，是福建的骄傲，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特
色、优势与活力所在。北京冬奥会上，不少运
动员身着定制的高科技“安踏装备”，登上最
高领奖台；中国空间站太空健身房中，航天
员穿着单只重量仅为 99 克的安踏氢跑鞋亮
相……从一间家庭作坊成长为全球运动鞋服
行业巨头，安踏笃定创新不止步、心无旁骛做
实业，成为“晋江经验”催生的品牌之花、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晋江经验展馆里，上墙的不仅是安踏，还
有一群“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明星企业，他
们坚持创新，专注于一双鞋、一片纸、一泡茶、

一块玻璃、一片电池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成就了一大批像闽南榕树般既见树木，又见
森林的企业群。

“人生是个积累的过程，总会摔倒，即使
跌倒了，也要懂得抓一把沙子在手里”“不创
新，什么都守不住”“以前，创新是为了活得更
好；现在，创新是活下去的根本”“新技术、新
应用必须快人一步，别人做完你再来，‘喝汤’
的机会都没有”……参观结束的一段视频中，
唱着“爱拼才会赢”的福建企业家，道出在跌
宕起伏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
条新路的所感所悟。 （下转第二版）

架桥山海间 飞向更高处
——宁夏党政代表团赴闽“取经”长精神

本报记者 马晓芳 姜 璐

你好福建，我们又来啦！
从山的那头，到海的这边，带着感恩的心、热切的情，奔赴山海之约，探寻“高处”之路，共奏发展交响。
10月 27日至 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梁言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雨浦带领宁夏党政

代表团到福建学习考察，并出席闽宁协作第二十七次联席会议。
1个战略指引，3000公里跨越，27载坚持，无数的人和事风雨无阻、前赴后继，无尽的梦与愿接续传承、滴水穿石，闽宁

协作踏平坎坷成大道，成为任何算法都无法计算的“中国式”传奇和丰碑。
塞上江南秋意浓，八闽大地翠色新。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之际，再次走进福建，透过繁花似锦的蓬勃实践，探寻推动

福建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脉滋养，所见所闻与所学所悟碰撞激荡，一切那么熟悉，又那么令人心动惊艳、敬重敬仰。

银川火车站年发送旅客首破1000万人次
其中银西、银兰高铁共发送旅客785.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