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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热线宁报集团新闻职业道德

0951-6030129 （机关纪委）

0951-6033843 （全媒体指挥中心）

本报讯（记者 陶涛）“此次部署的地方标准立项计
划紧密结合我区实际，围绕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卫生健
康、民政服务、住房建设、水利、气象等领域开展制定地
方标准工作。”12月 6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相关负
责人说。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
精神和“1+37+8”系列文件部署要求，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及时下达了 21项涉及安全生产领域地方标准立项计划，
进一步促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水平的提升。

在应急管理领域，下达《餐饮用醇基液体燃料使
用安全技术规范》等 5 项地方标准，为市场经营主体
提供醇基液体燃料在关键环节的行为规范准则。在
交通运输领域，下达《交通运输企业安全运营评价规
范》等 3 项地方标准，完善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体系，建立以安全生产信用为基础的差异化监管模
式，实现宁夏交通运输企业“全领域、全要素、全流程、
全方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在卫健、民政领域，下
达《医疗卫生机构安全风险防控规范》等 4 项标准，向
医疗卫生、托育、养老服务、困境儿童保护等机构导入
安全标准化管理，细化量化公共服务机构安全管理要
求和服务内容，提高安全服务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住建领域，下达《房屋安全风险排查技术规程》地方
标准，进一步落实《全区城乡危旧房排查整治方案》对
房屋排查、鉴定、整治的工作要求，指导行业主管部门
和使用人建立实施房屋安全自查和巡查“双层”机制，
保障我区住房安全。在水利、气象领域，下达《危险化
学品企业气象灾害防御安全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 总
则》等 8 项领域地方标准，对研究制定气象灾害防御
管理、水文火灾监测巡护提出了具体实施技术要求和
防范措施，对规避消除风险隐患、有效提升安全风险
防范技术水平和预警应对能力提供了规范化和标准
化依据。

我区下达21项安全生产
领域地方标准立项计划

12月 6日一早，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村部
冷库前就忙碌起来。种植大户刘贺守在 1 号
冷库门口，5 个工人搓泥、分拣、装车，一根根
长 40 厘米、直径 3 厘米的山药从冷库搬到货
车上。这些山药将通过宁夏四季鲜果品蔬菜
批发市场销往区内外。永宁县种植的山药品
质好，刚刚入选 2023 年全国名特新优农产品
第一批名录，仅烽火村，山药年产值就高达
6000万元。

“山药能错峰销售，得益于村党支部帮我
们建的冷库，错峰还能卖个好价钱！”烽火村村
民刘贺说。

“烽火村土壤、气候尤其适宜种白玉山药，
亩产高达6000斤。”刘贺介绍，山药上市后价格
一路走高，地头收购价从 3.4元/斤涨至 4元/斤，
市场批发价在 4.5 元/斤至 4.8 元/斤，超市零售
价 7元/斤，收益可观。“目前上市销售了五分之
一，剩下的储存在冷库等待错峰销售。”

山东批发商石勇成慕名前来，守在烽火村
2号冷库门口，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车。装满
10吨后，石勇成和司机出发，第二天他们就能
将新鲜的白玉山药运到重庆批发市场。

“我种了 4年山药，比种白菜、白萝卜收益
强多了。”烽火村二队种植户李海庄说。今年
他种了 65亩山药，大部分存在冷库，等行情涨
了再出售。

“烽火村从 2000年发展沙地产业起，村民
开始种山药，从最初几十亩发展到现在的
3000多亩，锁定白玉品种，‘大户+农户’种植模
式发展了 60 多户，年产山药 7500 吨，产值
6000万元。”烽火村党支部书记张旺强说，为支
持全村沙地产业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村党支部申请了 200万元
专项资金，分别在 2018年和 2022年建起 800平
方米冷库，用于红薯、山药等农产品储存。

烽火村山药一年卖出6000万元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艳丽 陈秀梅 文/图

等待装车的白玉山药。

11 月 29 日，宁夏东吴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对生产设备进行巡检。该公司生产装置逐步完成了全
流程自动化改造工作，实现了安全生产稳定运行。

本报记者 王猛 见习记者 李雅蓉 摄

本报讯（记者 马忠）12月 6日，家住
吴忠市利通区香醍小镇小区 2 号楼的马
光明通过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家里
室温不达标。接到投诉后，供热公司迅速
上门检查室内供热管道运行情况，经过排
气调试、测试后，室内温度已经达到21℃。

供热，是冬季最大的民生。11月 1日
起施行的《吴忠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规
定：供热期间，居民用户卧室、起居室温度
不得低于 18℃，加快推进全市居民供热室
温达到20℃以上。

2℃的提高，牵动着方方面面。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吴忠市司法局坚持把主题
教育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确定政府立
法项目上，将为民办实事作为工作重点，
围绕城市管理，立足“小切口”“小快灵”，
将《吴忠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的制定作
为重中之重，积极回应广大群众对冬季供

暖质量的关切。这也标志着吴忠市城市
供热民生工程迈上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和
法治化的轨道。

“供暖关系千家万户，关系民生温
度。针对群众关注的供热质量问题，我们
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以立法
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并以法律文件的方式
确定供热温度，切实提升了广大市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吴忠市司法
局副局长马娟说。

据介绍，在《吴忠市城市供热管理办
法》起草过程中，吴忠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全领域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究集中供热
工作中发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并借鉴地域
相近、特点类似的西安市、兰州市解决供
热问题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其间，
吴忠市司法局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1665 条，面向 43个市直单位、8个关联企

业、市区 3 个乡镇 15 个社区组织座谈会
13次，征求意见 155条。并多次征求自治
区司法厅相关处室的意见，沟通解决遇到
的困惑和难题，邀请司法厅有关专家及行
业领域专家学者召开专家论证会 2次，对
该办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
专门论证，确保规章条文符合上位法，做
到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

“办法的出台，明确了热源企业和供
热企业的权利义务，更加规范了供热企业
的供热行为，最近我们积极做好供热信息
公开，建立供热管家机制，公开供热电话
和管家热线，全力做好供热保障，确保群
众温暖过冬。”吴忠市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宋自鹏说。

截至目前，吴忠市供热公司接到群众
反映室内温度不达标电话 445个，已全部
解决。

室内供暖温度提高2℃

吴忠市用地方立法关怀群众冷暖
本报讯（记者 周昕）“终于

有智能充电桩可以使用了，充电
桩既安全又方便，之前的‘飞线’
充电、室内充电等问题终于得到
解决。”12月 6日，银川市兴庆区
在水一方 B 区小区内新建不久
的露天充电桩前，居民徐丽娟熟
练地给自家电动自行车充电。
当日，兴庆区辖区内 178个住宅
小区新增的 750 组 4749 个充电
桩全部安装完成，正式投入
使用。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兴庆区着力解决居民电动自行
车充电难、充电贵等问题，把惠
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
到群众心坎上。今年 8月，兴庆
区住建局通过联合乡镇（街道）
调研、居民访谈、现场勘查等方
式，发现辖区部分新建小区和老
旧小区内存在电动自行车充电
设施有限、充电贵、充电不规范，
以及“飞线”充电、室内充电等问
题，对辖区所有住宅小区充电设
施数量、收费标准和需求进行现
场摸排。

“通过排摸梳理后，我们对
辖区 726 个小区现有 4173 组
33091 个充电桩建立详细台账，
并对 178个住宅小区需新增 750
组 4749个充电桩制定建设方案，
分区、分类、序时推进建设工
作。”兴庆区住建局工作人员说，

“我们还在街道、社区、物业公司
积极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
等宣传工作，与消防部门加强信
息互通，共同开展联动检查，督
促物业公司加强充电设施后续
管理，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针对居民反映的充电贵问
题，兴庆区住建局组织相关街

道、社区、居民、物业协会以及充电桩运营企业
召开 3次座谈会，明确相关建设标准和设施设
备管理要求，强化管理责任意识，推进充电设
施安装和调整价格等工作，将原来 1元/4小时
的收费标准调整为1元/5小时。

截至目前，充电桩调价完成率达 98%。与
此同时，为了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兴庆区政府
督查室和主管部门定期对城区内 11 个街道
和大新镇开展住宅小区公共充电设施不足
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有序
高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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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闵良）“我们拥
有 5 条流延工艺生产线，2 条连续式高温烧结炉，其中一条
是 A、B 炉，产量可提高 50%。每月可生产 25—18六联单片
2000 万片，是目前宁夏唯一的氧化铝陶瓷基片生产企业。”
12月 5日，宁夏玄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宁夏玄瓷新材料位于贺兰县金贵镇，是贺兰工业园招商
引资项目。2023年年初，该企业开始建设，经过 8个多月安
装调试，初步形成生产能力，产品经第三方认证测试，各项指
标达到技术要求，部分指标超越同类产品水准。产品试销售
一个多月以来，获得用户的认可。

氧化铝是一种化合物，硬度高，熔点高。在全球制造业
追求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今天，氧化铝陶瓷基片可以
广泛应用于 5G通讯行业、光电集成行业、LED行业、半导体
设备、军工电子行业。

宁夏玄瓷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合
作，组成科技攻关团队，自主研发产品。公司目前投入生产
的高精度薄膜流延生产线和高温烧结炉，都是自主研发产
品，这使得该公司在技术层面上更具市场竞争力。

目前，宁夏玄瓷公司一期项目已初步完成，开始小规模
试生产。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 7000万元，年均销售收
入5000万元。

宁夏唯一的氧化铝陶瓷
基片企业在贺兰投产

近日，走进平罗县高庄乡高庄村老巷
子采摘园设施温棚，一颗颗无花果挂在枝
头，很多已然成熟，让人垂涎欲滴，游客正
在采摘无花果。

“通过试种无花果，不断延伸特色林
果产业附加值。旁边还有个垂钓园，将高
庄老巷子特色采摘、休闲垂钓结合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高
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学礼说。

农文旅融合背后，是高庄村发展村集
体经济的艰辛历程。

曾几何时，关于如何发展村集体经
济、助农增收，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高庄村
有好几年没有实施过任何项目。村庄基
础设施条件差，群众意见较大，加之没有
什么集体资源，一度陷入集体经济“空壳
村”没钱办事的尴尬境地。

壮大村集体经济，迫在眉睫。
一要土地，举目四望，高庄村仅有一

所闲置的小学。
二要资金，彼时，“后进村”高庄村的

账目上还有欠账。
“一穷二白”中，新上任村党支部书

记马学礼带领村干部外出“取经”、反复
酝酿，决定盘活村里仅有的小学闲置场
地，建设年加工能力 1 万吨的玉米压片
厂。一粒粒玉米经过筛选浸泡、高温蒸
煮、压片烘干等一系列流程，变身为牛羊
嘴里的“美味佳肴”，也为当地村民带来
了收益。

“我们经过分析研判，觉得这几年养
殖业发展势头好，尤其是平罗县奶产业日
益壮大，建设玉米压片厂，既盘活了闲置
资产，帮助农民销售玉米，带动养殖业发
展，还促进了村集体增收。玉米压片厂于
2021年 6月正式投产，每年可以给村集体
带来18.8万元收入。”马学礼说。

告别没钱、没资源的历史，如今正在
大力建设的“高庄村高效节能日光温室产
业园”项目分两期建设，将打造集高端水
果、蔬菜种植，科研教学，休闲采摘为一
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目前，一期项

目 8座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已建成，初见成
效，预计增加村集体收入 20万元左右，带
动本村群众务工收入 40万元左右。该园
区以村集体经营为主，走“党支部+合作
社+企业”共建路子，实现集体经济发展与
农户增收双赢。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村集体经
济壮大了，村民们的生活质量也在日益
改善。

高庄村硬化村庄巷道 1080 米、安装
路灯 260盏，修缮围墙，建设文化广场、健
身广场和小游园，不断完善周边环境，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

这几天，马学礼正带着大伙忙活在日
光温棚二期、科普长廊、乡村大舞台等项
目建设现场。“后续把高庄老旧供销社升
级为集传承文化、激活记忆、讲述乡愁、红
色教育为一体的‘红色教育基地’。我们
还要发展垂钓中心、油菜花观光园等，发
展文旅产业……”马学礼畅谈着高庄村新
的“蝶变”之路。

高庄村“变形记”
本报记者 何耐江

（上接第一版）
宁夏实施从业人员能力素质提升计划，每年选派 50名左

右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研修培训，人力资源服务行业领军人才
认定为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的将享受人才优待，提速建设自治
区人力资源服务业行业智库，开辟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目
前，建成院士工作站 10个、专家服务基地 80个、技能大师工
作室 72个，推荐国务院特贴 29人，评选“塞上技能大师”“自
治区技术能手”41人，累计选拔青年拔尖人才 982人；推进职
称评审“双定向”，累计评聘3973人。

强化交流，拓宽人资服务业发展渠道

宁夏通过稳步提升管理效能，全方位拓宽发展渠道，积
极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做
法，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提档升级。

“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制定行业自律规范，下放行政
审批权限、简化工作流程，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坚持常态化
日常监管，推进行业诚信建设，提升人资服务业质量。”自治区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换发
有效期由以往的2—3年延长为5年，统一许可证编号规则，统
一赋予电子证照。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开展双向对接，新签
订沪宁、浙宁、苏宁、闽宁、粤宁等7个人社协作协议，加速推进
甘宁、川宁、渝宁等人社领域协作，与京津冀、黄河流域等区域
拓宽人社合作内容，将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作为
重要内容。

宁夏激发人力资源动能促进高质量就业

本报讯 （记者 李良）12 月 5 日，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青山街道蓝山社区蓝山雅
居二期 31 户居民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大红
本”，并向社区居委会赠送 3 面锦旗。因
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该小区 252 户
居民一直不能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严重
影响居民落户、子女入学及房产交易。
石嘴山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领相关部门深
入社区，全力推进解决“办证难”重点信访
事项。

“我们和多个部门联动，多方发力、梳

理难点、列出清单，召开多次会议共同解难
题。目前已办理 113本不动产权证书，剩余
的正在积极办理中，尽早打通‘证’结，解民
心结。”蓝山社区党委书记乔宁宝说。

在持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中，石
嘴山市引领党员干部“身”入基层、“心”到
基层，把“四下基层”的脚步走得更实。坚
持把破难题、促发展、办实事、解民忧作为
现场办公的重要内容，全市各级领导干部
结合“进企业、送服务、解难题”等活动，深
入项目建设一线、乡村振兴一线、服务群众

一线，真正解决发展所需、改革所急、民心
所向的问题。

12 月 7 日，市民王建成来到石嘴山市
第二人民医院办理住院手续时，得知一个
多月前就能在门诊楼新设的“住院管理中
心”享受一站式服务。“以前要去住院部一
楼窗口医保科和住院处来回排队办理，现
在不到 5 分钟，中心医护人员就把办理好
的住院手续送到了我手中。”王建成说。该
院党委领导班子通过坐窗口、跟手术等方
式，亲自体验诊疗服务，排查出影响患者就

医体验的细节性问题 10 个，解决临床科室
问题 16个。

入冬以来，针对群众最关心的供热问
题，石嘴山市委主要领导带领相关单位和企
业负责人，到供热企业一线调研冬季供热工
作开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分析
研判供暖季可能出现的问题。目前，该市
139名市、县（区）领导到乡镇、村居等基层单
位累计现场办公 39天 531场次，对项目资金
筹措、土地征收、老旧小区改造等问题逐一
协调解决。

把办公桌“搬到”项目现场群众身边

石嘴山践行“四下基层”一线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