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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雪梅）“我为这事前后跑了一年，没想到在
速裁庭的帮助下这么快就解决了！”薛先生在
西夏区某建筑工地工作时受伤，因劳动关系不
明工伤认定被中止。近日薛先生抱着试一试的
想法提起仲裁申请，没想到从递交申请到初
步审核，再从联系协调到结案，仅一周时间，
涉及的劳务公司同意分期支付给他9万元。

今年 8月底，西夏区人社局挂牌成立“农

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立联合调处机制，
打造劳动争议“一站式”联合调解中心，集劳
动仲裁、劳动监察、法律援助、工会维权、人民
调解、司法确认等职能于一体，共同参与案件
办理，引导当事人以调解协商方式化解纠
纷。同时，将速裁范围扩大至工伤待遇等特
殊群体争议，今年共帮助 77名工伤职工快速
获取赔偿款650余万元。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西夏区人社

局把“解决问题”与“为民办实事”结合起来，
安排速裁庭骨干力量负责办理农民工权益案
件，做到在咨询环节第一时间介入，全过程调
解，专业化服务。优化办案程序，实行容缺受
理，将案件审结期限由法定 45日内缩短至 30
日，实现农民工工资争议“快立、快调、快审、
快结”。

11月 23日，讨薪无果的马先生到西夏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咨询。今年 7月至 10

月，马先生经宁夏某设备公司安排，到西夏区
某建设项目工地安装水暖，但公司一直没有给
他支付工资。11月24日，经西夏区“农民工工
资争议速裁庭”速裁团队调解协商，该设备公
司负责人当场向马先生转账 5000元，剩余的
11600元约定于2023年12月底结清。

截至目前，西夏区共立案受理农民工劳动
争议案件 80件，已结案 74件，其中调解撤诉
64件，裁决10件，调解成功率达86.5%。

拓展劳动争议速裁外延

西夏区77名工伤职工快速获赔65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房名名）2.64万余套住房
“办证难”、5家企业被拖欠工程款、6个住宅小
区暖气不热、160余户群众土地征收未支付补
偿费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期间，中卫市梳
理 175件信访事项，采取领导包保方式推动
化解。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对未化解
的、化解后倒流的纳入信访积案专项整治，跟
进督促办理。

“对交办的每件信访事项，各县（区）、市直

有关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原则，第一时间制定方案，第一时间与信访
人见面，明确办理时间节点，完善答复政策依据，
有力推动化解了一批信访事项。”11月 22日，
中卫信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已
办结153件，办结率87.43%，正在办理22件。”

中卫市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完善
市级领导包抓重点信访事项工作机制，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一竿子插到底接访下访，带

动 34名市级领导干部进乡村、下社区、访企
业，摸清历史遗留问题的来龙去脉，做到因案
施策、对症下药，变群众上访为带案下访。市
级领导联系包抓重点信访事项 90件，各县
（区）及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包抓重点信访事
项85件，已化解153件。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拆迁安置、移民搬
迁、供水供暖、办证缴税、工程欠款等矛盾突
出、信访频发重点领域，中卫市四套班子成员深

入改革最前沿、项目第一线、产业主阵地，一对
一、面对面化解难题。同时，各级领导深入分管
单位、联系点位，开展跟班式、嵌入式、蹲点式调
研，研判解决信访热点难点问题，梳理项目建
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问题症结
870余件，现场解决 540余件，对其余 330件一
时无法解决的难题，建立调研问题、解决措施、
成果转化“三张清单”，实行领导包保、首接首办
责任制等，确保负责到底、解决到位。

“目前还有时代佳苑小区供暖、房产证办
理等部分重点信访事项化解工作正在顺利推
进中。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找准解
决对策，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化解信访积案，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成效。”中卫
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变群众上访为带案下访

中卫市已办结信访积案153件

11月 24日，红寺堡灌区停水
后的“冬保”结束后，雷占学悬着的
心暂时放了下来。

雷占学是红寺堡扬水管理处
新庄集一泵站站长，冬灌期间，自
治区水利厅部署开展鼠（獾）等害
堤动物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雷
占学所在的新庄集一泵站和二泵站
联合成立党员突击队，加大排查力
度，两站所共 26 公里的渠堤在
2023年冬灌期间没有发生漏水、溃
堤等安全事故。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白
蚁、獾、兔、鼠、獭等都属于害堤动
物，它们的洞穴在渠堤坝上，对渠
堤以及建筑物造成很大的隐患。
其中獾的爪子很锐利，善于掘土，
挖掘的洞穴大且深，对渠堤危害
最大。

雷占学所说的獾学名狗獾，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狗獾习性昼
伏夜出，很难觅得踪迹。泵站员
工每天早上和下午定期、定时、
定点对沿线的渠堤进行巡查，重
点排查渠堤背水坡、戗台、弃土
处，渠堤外侧低洼积水段、草丛
生长茂密处、主要建筑物等重点
位置。

在 30号渡槽处，有一处排水沟
横穿而过。雷占学告诉记者，狗

獾喜欢阴凉处，而且还喜欢喝碱水，这个地方是狗獾喜欢
安家的区域。在当天的排查中，泵站人员在泵站管辖的
20多公里的骨干渠堤上发现了 4个比较大的洞穴，其中有
两个是獾洞。这 2个獾洞 1个在 30号渡槽的底部，1个隐
藏于一处干枯的杂草中，直径有 30 多厘米。泵站人员用
树枝测了一下洞穴的深浅，判断狗獾可能就在洞内，
夜晚会外出觅食，随即在洞口布设了诱饵，试图帮狗獾
搬家。

“狗獾一般夜间出没，捕获难度很大。”雷占学告诉记者，
去年，泵站人员曾经捕获了一只狗獾，因为狗獾是野生保护
动物，随即将其放生。但不久它又回来了，而且又带回来一
只狗獾，并在渡槽底部挖洞安了家。“我们在与狗獾的斗智斗
勇中，发现把洞穴回填、灌浆都不是很有效，回填一处洞口，
狗獾就会挖掘更多的洞穴来藏匿。只有寻找到这 2只狗獾，
将其驱离让它‘搬家’，或者交给林业部门才是解决之策。”雷
占学说。

近年来，红寺堡的生态变好了，泵站人员在巡查中，经常
会碰到野兔、狐狸、野猪等野生动物。雷占学表示，泵站会组
织人员常态化开展害堤动物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泵
站辖区骨干渠道和建筑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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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闵良）贺兰县洪广镇金鑫村以西，经历 7
个多月的加固和扩容，金山拦洪库改造工程
完工，金山拦洪坝设计防洪标准由 20年一
遇提高到 50 年一遇，护佑着银川平原的
安全。

金山拦洪坝是金山拦洪库的主体工程。
拦洪库由大坝、泄洪建筑物、溢洪道组成，主要
拦蓄苏峪口、贺兰口、盘沟和插旗口四条沟中
的洪水，大坝以西控制流域面积达299.6平方

公里，能拦蓄洪水484万立方米。今年4月，
总投资7880万元的拦洪库加固和扩容工程开
工建设，主要包括对拦洪坝进行加高培厚，翻
建2个泄水闸，整修排洪沟，安装互联网监测
设备及自动化设施。

记者看到大坝呈梯形结构，底宽顶窄，
坝顶全是细碎的砂石路，可以并排 3辆小
车。坝西侧是洪水来向，新砌了鹅卵石护
坡。坝东侧用草皮防护。

贺兰县水务局局长许晖介绍，大坝加长

了 2.26公里，加厚了 30厘米以上，新砌鹅卵
石护坡9.16公里，新砌护脚10.38公里，新铺
设土工布 1.46 公里，新安装了 48 套北斗
GNSS变形监测设备及其他自动化设施。

“一系列的建设后，金山拦洪库旧貌换
新颜，现在容洪量达 822万立方米，原设计
洪峰流量每秒 525立方米，现提高到每秒
889立方米；原设计防洪标准是 20年一遇，
现提高到 50年一遇；原校核防洪标准 50年
一遇，现提高到100年一遇。”许晖说。

金山拦洪库提升加固改造工程完工
设计防洪标准提高至50年一遇

本报讯 （记者 张唯）11 月
23日，在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瑞村，
村民马炳金正在离家不远的养殖
场内给肉牛清理圈舍。今年，
马炳金在平罗农商行红崖子支
行申请办理了 10万元生产经营
贷款，又在平罗县鑫晟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的协助下办理了 20
万元担保贷款。除了牛羊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他的饲料销售
生意也越来越好，成为村里公认
的致富能手。

马炳金于 2016年搬到红瑞
村。在平罗农商行的帮助下办
理了 2万元贷款用于养牛，一家
人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平罗
农商行还为我们建档立卡贫困
户出台了新产品，利息低用起
来也方便，日子越过越好。”马
炳金感慨地说。

马炳金口中的“好产品”是平
罗农商行于 2020年底出台的“金
扶贷”，是专门为平罗县域建档
立卡贫困户发放的生产经营类
贷款，提高金融扶贫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解决贫困地区贫困
人口发展融资难问题。今年以
来，平罗农商行已发 放“ 金 扶
贷 ”5588 万元，为 805 户提供
金融支持。

近年来，平罗农商行持续加大对红崖
子乡红翔村、红瑞村，陶乐镇庙庙湖移民村
等地的后续发展金融支持力度，深入实施

“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服务模式，保持脱
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结合区域经
济特点，持续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易
地搬迁后续扶持等金融服务，切实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

截至今年 10月底，该行累计发放脱贫
人口小额贷款 783户、金额 5471 万元，投
放 规 模 连 续 多 年 占 平 罗 县 金 融 机 构
90%以上，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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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锦 陈思）11月 23日，
在吴忠太阳山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优化改造
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施工人员正紧张有序
地分区作业。“项目9月10日开工建设，总投
资 6530.42万元，预计 12月底投产运营。”宁
夏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高伟
华说。

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项目建设
单位宁夏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施工单
位宁夏第一建筑有限公司通力合作，抢工
期，赶进度。截至当日，太阳山污水处理厂
1#调节池、2#事故池等新建单体主体工程建
设已完成，项目正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比
原计划提前20天。

记者在项目膜组件安装现场看到，几位
作业人员正在加紧安装膜箱上的吊环、导槽
等零配件。吴忠太阳山污水处理厂优化改
造工程原计划今年年初开工建设，但受各种

因素影响，待办理好用地及开工许可等手续
时已经到了 9月初。如何抢抓工期成为项
目建设方和施工方的难点和重点。“基坑刚
开挖时，我们发现存在有地下夹层水、边坡
局部渗水、东西侧分别是石油管道、厂区进
水主管道等问题；开挖后，基坑底部存在废
弃污水管道，管内污水不断溢流，给现场施
工造成了很大困难。”高伟华说。

“紧急停工，迅速邀请专家现场指导，优
化论证方案，尽快解决难题！”一道指令传达
后，经过专家团队、建设方和施工方代表连
续作战，72小时就拿出了可行方案。按照
方案，施工单位迅速派出专业技术团队，及
时对开挖现场实施了塑凝剂、混凝土封堵、
局部明沟降水及钢管桩支护等一系列举措，
夹层水、局部渗水等问题被一一解决，临近
的进水主管道、石油管道得到了精准保护，
整个过程比预计提前 10天，推进工程建设

提速增效。
宁夏第一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举

告诉记者，该公司根据施工总进度计划、里
程碑设置，分解制定月计划、周计划，加强施
工力量，加快项目建设。

太阳山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运营负责人
高明告诉记者，该污水处理厂自 2018年运
行至今，主要承接太阳山开发区工业和生活
污水。随着企业增多，污水处理厂进水量逐
年递增，且污水中出现包括医药中间体在内
的新污染物也逐渐增多。项目建成后，将大
幅提升太阳山开发区的污水处理能力，有利
于开发区生物发酵、精细化工等项目的引进
壮大和产业链延伸拓展。“开发区生活和工
业污水经过处理和人工湿地净化后，最终流
入黄河二级支流苦水河。为保黄河安澜，我
们期盼污水处理厂优化改造工程早日竣工
交付使用。”高明说。

抢回工期20天

太阳山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正酣
在穿越黄河的供热隧道中，5G+智能巡检机器人将 4K高

清巡检画面及环境参数实时传输至集控中心，完成在恶劣环
境下的无人化智能巡检；在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
铝业分公司集控中心，5G+助力企业成为一个实时互联、高效
协同的“智慧工厂”；在新华商圈，“移动+会员数据”的可信融
合，为顾客带来了更精准优惠的购物体验……

11月 21日，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展示厅，
记者通过电子屏幕，领略了宁夏移动绘就的“数字风景”。“以
上这些场景的实现，都是我们依托 5G、云、网等资源优势，以
数智赋能自治区‘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升级的标杆案例。”宁
夏移动算力运营分公司负责人段立介绍。

宁夏移动发力数字“新基建”，从数据中心向算力中心演
进，打造国家级绿色低碳数据中心产业园区，通过建设 22kW
以上高功率密度机柜，完成智算集群网络建设成本下降 60%
以上，用低价基础算力服务吸引推动更多企业落地。作为深
度参与“东数西算”重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宁夏移动建成西部
首个千卡级智算中心，采用全球最先进 IB800G网络、最强
GPU，实现毫秒级算存数据传输，率先实现“算力+语料+模
型+训练”一体化服务能力。

立足宁夏自然禀赋优势和算力先发优势，宁夏移动积极
打造全国首个“万卡+”智算基地，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
系。据现有数据统计，以基础运营商为代表的宁夏企业
截至 10月底，已建并投产 GPU服务器 541台，在建待投产
1572 台，宁夏总 GPU 服务器已达到 2100 台，约 1.7 万张
卡。“宁夏已初步实现‘万卡’能力。”段立介绍，至明年上
半年，宁夏移动将投入资金 6亿元，带动合作伙伴投资 20
亿元，预计 2024年上半年，宁夏移动将建成万卡级算力
集群。

“宁夏移动全力助推自治区‘万卡+’计划，持续加大算
力集群建设的投资力度，面向全国市场提供智能算力服务，
打造全国AI智算高地。”段立介绍。据了解，宁夏移动正在联
合新华三，探索落地行业私域大模型，从 12345热线、基层治
理等典型应用场景入手，帮助自治区政府升级数字政府政务
服务能力。

中国移动宁夏公司聚力打造万卡级算力集群——

绘就宁夏“数字风景”
本报记者 陈瑶 见习记者 何婉蓉 常宽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黄英 见习记者
乔新宇）“有了加长床后，我的睡眠质量提高了，白天活力满
满，学习时也精力充沛！”11月 24日，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
2022级学生马嘉鹏告诉记者。

马嘉鹏身高 2.03米，在哪都能被第一眼看到。自从成
为该校化学系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学生后，和同学共同生活
学习自然是一件好事，可马嘉鹏也有了自己的烦恼。由于
个头太高，睡在床铺上，腿没法伸直不能平躺。“一开始，
我和临床同学脚对脚睡，可不经意腿会伸到临床，打扰到
同学休息。”无奈之下，马嘉鹏又和同学“头对头”睡觉，虽
然不再打扰同学，但马嘉鹏只能蜷缩着身体。因为睡不踏
实，他一晚上总要醒来两三次。休息不好，第二天人也没
精神。

该校老师郝玉恒发现一些学生上课总爱打盹，而且以高
个子的学生为主，不解之余便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全校 3625名学生中，身高 1米 8以上的有 493人，占比达
到 13.61%，而学校宿舍的床铺不到 2米长，和这部分学生的
身高并不匹配，会影响学生睡眠质量。作为灵武市政协委
员，郝玉恒将这份调查形成提案。今年 10月初，灵武市职业
技术学校投入 15万元，采购了 120套 2.2米长的床，满足高个
子学生的需求。

这 120套床铺全部安放在男生宿舍的一楼。“我身高
1.92米，有了这张新床，腿能伸展，能睡个好觉了。”2023级新
生李海鑫入校一个月后，就享受到了这份暖心关怀。

“常规床铺与高个子学生不匹配，不是只有我们学校存
在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我想将这份提案继续跟进，希望
能引起更多重视。”郝玉恒说。

让高个子学生睡安稳

灵武市一学校购置加长床

11月26日傍晚，落日余晖为湖城银川勾勒上一层“金边”。远处的贺兰山映衬着湖水，一幅美丽的冬日画卷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