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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短新闻

11月 12日，“双十一”刚过，在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禾美
电商扶贫车间，用于打包的纸箱码
了一排排，工作人员在忙碌有序地
分拣、包装黄花菜和牛奶等特色产
品。“这些都是准备发往外地的。”
禾美电商扶贫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笑盈盈地说。

“宁夏的滩羊、枸杞、牛奶等
‘六特’产品，备受华东、华南等地
区的消费者青睐，是咱们线上主要
的客源地。加上秋冬季电商促销
活动密集，如‘双十一’‘双十二’

‘年货节’等，销售旺季将持续到来
年 3月。”徐美佳介绍，仅今年“双十
一”期间，车间的闽宁农副产品交
易额就突破了百万元。

在电商直播间的主播马燕，正
在镜头前向网友介绍：“大家看，我
手上的八宝茶产品，以茶叶为底，
加上枸杞、红枣、桂圆等滋补品，我
们宁夏人从小喝到大，也是我家招
待客人的‘标配’……”

马燕是四年前车间成立时的
第一批员工，在这里，她拥有了人
生中第一份工作，由主妇变身为主
播。在原隆村，产业振兴让越来越
多像马燕这样的农村妇女，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绽放新的精彩。

一条河在说什么？它携带过去的记忆、
流淌此刻的生机、流向灵动的未来。

初冬午后，透过罗家河水面，可以清晰
地看到一株株水草随着水流摇曳生姿。“水
质好了，让能起到天然净化功能的水草有了
生存空间。”11月 13日，青铜峡河长办公室工
作人员严涛告诉记者，随着水生态环境的改
善，罗家河越来越美了，一年四季，岸上岸
下，都有不同风景。

罗家河属黄河左岸一级支流，是青铜峡
市主要的入黄主干排水沟之一。罗家河自
南向北流经青铜峡市大坝镇、小坝镇、陈袁
滩镇、叶盛镇，向东流入黄河，总长 33.9 公
里，担负着 4个镇 12个行政村、8.1万亩农田
排涝任务，下段还承担着青铜峡市第一污水
处理厂、青铜峡市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的尾
水污水排放任务。

曾经的罗家河是一条“臭水河”。“以前，
罗家河西岸养殖场污水及周边居民生活污
水随意排放，加上周边群众在河道挖沙取
土、乱倒垃圾，河道卫生环境和水环境状况
都不好，沿岸排污口就有 40个，沿河群众的
生活环境受到影响。”说起前些年的罗家河，
严涛直摇头。

如今的罗家河旧貌换新颜，成为当地群
众夸赞的“风景河”。水生态环境治理并非
一朝一夕之功，罗家河为何在短短几年就取
得如此大的变化？吴忠市生态环境局青铜
峡分局负责人樊国晏介绍，罗家河的治理成
效，得益于“源头治理、生态修复、末端提升”

的综合治理模式。
罗家河的水是从 4条干沟和 4条支沟汇

聚而来，这些水系脉络如同罗家河的“毛细
血管”，其干净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罗家河的

“肌体健康”。“只有支沟、干沟都‘治’好了，
罗家河的水环境才能有保障。”樊国晏说，

2019年以来，青铜峡市下大力气从支沟、干
沟入手开始综合治理。

永昌沟是罗家河的支沟之一，全长
4.4 公里。当天，记者在永昌沟沿岸看到，沟
体两岸环境整洁，沟内清淤工程已经完工。

“镇上建了污水处理厂，全镇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后才进入永昌沟，加上河道疏通、岸坡
治理以及实施河长制等综合治理措施，保障
了永昌沟进入罗家河的水质达标。”叶盛镇
相关工作人员康玲说。

当日 14时，在位于青铜峡叶盛镇龙门村
的罗家河人工湿地里，运维人员正在对 10个
表流湿地和 9 个潜流湿地水位逐一进行检
查。“近年来，我们投资 4300多万元实施罗家
河人工湿地水质改善项目，依法关闭 40处排
污口。”樊国晏说。

运维人员介绍，这里的水都是青铜峡市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尾水，经过输
水管道、过水格栅，进入人工湿地，经过净化
后再流入罗家河。人工湿地的运行，有效改
善了罗家河水动力条件，提高水体自净能
力。“目前，罗家河沿线湿地面积 1.05 万亩，
占青铜峡市湿地面积 4%左右，部分段落水
域面积宽广，大天鹅、小天鹅等迁徙候鸟在
罗家河停歇觅食的场景越来越多，夏秋季
节，湿地水域鸟类达 50多种，数量达到万只
以上。”青铜峡市河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严涛
说，一系列精细化举措的落地，让罗家河焕
发新生机。

一条河，串联起风景，也浸润着生活。
冬日暖阳下，年过六旬的马学礼沿罗家

河畔木栈道健步走。“罗家河变美了，常来走
一走，既能锻炼身体，心情也好。”马学礼说。

一路驱车，记者在沿线见到许多像马学
礼这样的群众，徜徉在罗家河畔，享受着优
美生态环境带来的惬意。

黄河左岸一级支流罗家河，施以综合“疗法”重焕生机，串联沿岸风景，浸润百姓生活——

倾听一条河的清澈诉说
本报记者 李 锦 陈 思 文/图

重焕生机的罗家河。

探寻六盘山林区的生态足迹，从植绿增绿护绿，到养绿扩绿用绿，森林覆盖率达66.3%——

阅览一座山的清新表达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昊斌

向林海深处行进，道路两旁高大的华北
落叶松一路相伴。近日，记者在晨雾中走进
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一条上
山的路，也是一条观察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绿
色之路。

六盘山是我区重要的生态“坐标”之
一。“这些年来，六盘山林区经历了‘植绿’

‘增绿’‘护绿’三部曲。”固原市六盘山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董克库介绍，“1958年，六盘山

林区森林覆盖率仅为 27%。宁夏回族自治
区成立后，也开启了保护修复六盘山的‘植
绿’之路。”

时下，正值苗木管护关键期。记者看
到，在六盘山林业局林木良种繁育中心智能
温室内，工人正在进行灌溉、排水、定苗等工
作。“这个智能温室，培育有香荚蒾、桂花等
9 个品种，年可育苗 60余万株。林木繁育中
心有 8个育苗大棚，年可繁育 2000余万株苗

木，可保障全市的苗木供应。”林木繁育中心
副主任张隆春说。经多年深耕，六盘山林业
局林木繁育中心管理团队在嫁接、培育、管
护等方面的技术日趋完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六盘山新一
代务林人在“植绿”“增绿”“护绿”上持续用
力，在“养绿”“扩绿”“用绿”上不断探索，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推进生
态保护和修复，推动六盘山生态系统多样

性、稳定性稳步提升。截至目前，六盘山林
区人工林面积达到 24.67 万亩，天然林面积
80.2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270 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提升至 66.3%。

人与山的对话还在继续。“这几年的‘养
绿’‘扩绿’让六盘山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
保育土壤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路子选
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守好这方绿色。”董克
库说。

“最近在户外骑车特别冷，
我和小伙伴们想要一些手套，在
工作中能暖和点。”11 月 14 日，
一位美团外卖骑手留下自己的

“微心愿”。
收到这个“微心愿”后，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

银新苑北社区党委立即联系辖区美团站点负责人，了解骑
手数量，当天便送去手套、帽子、围巾三件套共 25副“暖心
礼包”。

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是服
务市民生活、助力城市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近日，银新
苑北社区通过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筑梦工坊，以及心
愿墙、“小哥有话说”、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广泛征集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微心愿”，并汇总分类，与“心愿人”充分沟
通，努力实现。

“工作之余，我想有一个可以休息和吃饭的地方，最好
还经济实惠。”快递员袁金龙反映。

银新苑北社区多方协调，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打
造了“小哥专属食堂”，并推出“10元吃到饱”套餐，为新就
业群体就餐提供保障。同时，银新苑北社区还建立了暖

“新”E家微信群，可以提前预订，保证外卖员、快递员等能
吃上热乎饭。

“没想到我写的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午饭很好吃，也
很温暖，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外卖骑手王亚承说。

目前，银新苑北社区共收到“微心愿”30余份，包括法
律咨询、生活用品、食品药品等多方面需求，这些“订单”正
在“路上”，即将陆续送达。

您的心愿订单已送达
本报记者 杨 超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贾莉 余柄光）
11月 15日，在首届寻找宁东“最美劳动者”选树发布会上，
100名宁东“最美劳动者”受到表彰。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管委会联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共同举办首届寻找宁东“最
美劳动者”选树发布活动。首届宁东“最美劳动者”选树
发布活动通过推荐申报、资料评审、网络投票、专家评
审、公示公告等环节，最终从各行各业基层一线推选出
100名“最美劳动者”。

宁东基地党工委、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最美劳动
者”是宁东基地 13 万从业人员的杰出代表，也是扎根一
线、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优秀榜样。

当前，宁东基地正锚定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矢志奋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用劳动精神激发
干劲、用实干精神凝聚力量。“最美劳动者”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形成“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辐射效应，打
造更多“宁东品牌”，创造更多“宁东奇迹”。

发布会上，百名“最美劳动者”还签订了安全环保承诺
书，承诺用实际行动规范操作、严格标准、及时提醒、带头
执行，筑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意识。

活动全程有 700余万人次访问点赞，393余万人次参
与网络投票。

从13万从业人员中“海选”

宁东基地表彰百名“最美劳动者”

⑤接订单、忙发货，这几天马燕（左）和同事们
忙得不亦乐乎。

①直播间内，主播马燕在镜头前向网友介绍
“宁夏优品”。

④“巧媳妇”对宁夏小米进行分拣包装。

③禾美电商扶贫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商品
装箱。

②禾美电商扶贫车间负责人徐美佳，讲述闽宁
镇的“巧媳妇”从家庭主妇成长为电商主播的故事。

闽宁镇“巧媳妇”

为宁夏好物带货 为幸福生活代言
本报记者 王晓龙 白 茹 见习记者 李雅蓉 杨嘉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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