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1 日，银川阅海
公园平整的冰面上，一艘
艘冰上龙舟如离弦之箭
冲向终点。由宁夏体育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银川
市体育局、银川市卫健委
等单位主办的第十届全
国大众冰雪季暨银川市
2024年冰上龙舟比赛，将
于1月 13日在这里展开角
逐。图为参赛队伍正在利
用赛前时间紧张练习。
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冰上赛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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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发展新产业，开辟新赛
道，激活新动能，是成绩更是
经验，是信心更是方向。

N 第三只眼

据报道，宁夏今年率先在全国省
级层面出台“四水四定”实施方案，明
确 22 项关键指标、25 项重点任务、49
项重大项目，正在进一步分解细化。

水资源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
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搞生
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
子同样离不开水。水很宝贵，黄河水
尤其如此。像宁夏这样位于黄河流
域中上游、水资源十分短缺的省区，
如何精打细算、从严从细地用好黄河
水，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效益，
一直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应答题。

从近些年我区全方位贯彻“四水
四定”原则，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显著增强来看，“四水四定”恰是破
解用水之困的关键一招。而今，我区
率先在全国省级层面出台“四水四
定”实施方案，意味着我们将建立起
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有多少汤泡
多少馍”，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水资源
供需矛盾，优化水资源空间布局，也
为我区用好黄河水开具了行动指南，
充分彰显出宁夏管理好、保护好、用
好珍贵水资源的决心和行动。如今，
具体的施工图已有，当下关键就是抓
好落实。只有着力将以水而定、量水
而行落到实处，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
地见效，才能保障水资源利用朝着精
细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精打细算用好每滴黄河水
沈 琪

据报道，固原市泾源县认真落实
国家“双减”政策和“五项管理”措施，
努力办好家门口每一所学校。截至
目前，全县 34 所义务教育学校课后
服务覆盖率实现 100%，新增学前教
育学位 360 个、义务教育学位 1800
个，56人以上“大班额”全部消除。

如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家庭
层面，都更加重视教育，基础教育资
源的可获得性基本不再是问题，但优
质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开
始凸显。比如，我区城乡之间、区域
之间、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学校之间仍
有教育不均问题，学前教育、特殊教
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发展也不充
分，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程度还不够

高……就此而言，泾源县用“全部消
除、努力办好、认真落实”这些最朴实
的举措推动教育改革落实落地，无疑
值得点赞。

教育均衡才有教育公平、教育公
平才有社会公平。教育改革就应该
像这样立足于突出问题和区域实际，
积极搭建全面立体的教育平台，促
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用。只
有不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分配供
给，加快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教育发
展空间格局，以真招实招推动更多
教育改革落实落地，我们才能向着更
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目标一步步迈
进，让公平的阳光投射到每一个孩子
的人生之始。

期待更多教育改革落实落地
尉迟天琪

日前，宁夏公安出入境 12367 服
务平台揭牌运行。这也就意味着，今
后，在我区咨询、办理出入境相关业
务，将由“总队+五市”接听模式，变为
总队集中接听、五市分单办理的“一
号接听、接听即办、一办到底、办结反
馈”模式。

从各自为战到集中受理、从办理
业务存在诸多不便到承诺“接听即
办、一办到底”，看似简单的一变，实
则将各地业务集中到一起，需“ 额
外”干更多工作，等同于自找麻烦
不说，“接听即办、一办到底”还需
全员提高服务意识和本领，实打实
办好群众交办的每一件事，其难度可
想而知。不得不说，这种用自己的辛

苦换群众便利的积极作为，是主动加
压的自我鞭策，也是对其他窗口单位
的无声启迪。

近年来，各式便民热线屡屡推
出，但热线不热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比如，有的热线常年无人接听或占线，
有的一句“办不了”就了事，有的各种

“推脱绕”……种种不作为不仅让热线
流于形式、让群众办事遇阻，也大大降
低了政府公信力。热线变冷说到底是
为民服务的心不热，倘若各地都能从
此次12367服务平台的自我加压中汲
取营养，时刻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
题，确保各类诉求接得快、分得准、办
得实，群众的心气就会顺，我们的工
作也才会更有价值和意义。

用自我加压升级便民热线
虎 权

新年伊始，是鼓足干劲向前奔的时
候，也是盘点成绩提信心之时。

日前，央视新闻发布的系列报道中，
宁夏含金量十足的“年度成绩单”就很鼓
舞人心——新能源利用率 97%，新能源
装机占比 53%、人均装机全国第一；算力
质效指数全国第四，算力环境指数全国
第二，算力资源环境指数全国第一，我区
新型工业化增速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2022 年宁夏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四，
2023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六，
我们从过去的中偏下游跃居全国第一方
阵；2023年前三季度，宁夏农业增加值增
长 7.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
意外吗？地处内陆、经济体量小、不

沿边不靠海、别人眼中欠发达的宁夏，竟
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让人意想不
到。但相比于意外，我们更多的是自
豪。因为对于宁夏这样一个小省区而
言，要想在千帆竞发、你追我赶的发展态
势下突围而出，由跟跑变并跑再到领跑，
本身就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实现这
一步跃升，本身就值得自豪。

我们自豪于，全区上下的齐头并
进。应该看到，经济工作是一盘大棋，实
现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最
初的战略选择、科学布局到后期的落地
执行，其中必然有犹豫有彷徨，也会有困
难和挑战，如果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韧
性，奋力拼搏、敢想敢干，就不会有今天
富饶美丽的宁夏；如果少了全区干部群
众的辛勤付出，更不会有今天高质量发
展的上扬曲线。

我们还自豪于，自始至终的坚定创
新。沉甸甸的数字背后，凝结着过往的
心血，还有对未来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坚
定与信心。正是因为锚定“六新六特六
优”产业，发展了一大批战略性企业、高科
技企业和一些重大项目，孕育出、涌现出
一大批摘得行业桂冠的优质企业、领军
产业，我们才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乘数效
应。发展新产业，开辟新赛道，激活新动
能，是成绩更是经验，是信心更是方向。

我们更自豪于，敢于拼搏的迎难而
上。事实证明，昂首挺胸、信心满满，向
着既定目标一步一步稳步前行、不懈奋
进，是保持发展优势的前进“密码”。进
入新的增长周期，面临新一轮的国际国
内竞争，必定会有绕不开、躲不过的风险
挑战，但始终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按照既有的成功经验
走下去，敢于压倒一切困难，把不可能变
成更多一定能，把办不到变成更多办得

到，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
的好成绩。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如今，新
的一页已经翻开。向未来而去，2024 年
宁夏如何迈出新步伐？

路走对了，何惧山高水长。坚信时
与势在我们一边，拿出一往无前的闯劲、
百折不挠的韧劲、只争朝夕的干劲，坚定
信心、攻坚克难，就能汇聚勇往直前、无
坚不摧的强大力量；抓住一切有利时机，
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
多干就多干一些，就能在紧张忙碌的城
市、在蓄势振兴的乡村、在热火朝天的车
间工地、在挥洒汗水的田间地头，听到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激昂号角，于你我共同
见证中，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把不可能变成更多一定能
宫炜炜

一辆公交车的盲区可以藏下100个
孩子，一辆普通 SUV 能够藏下 75 个孩
子，这告诉我们，再老的司机都没有大
意的资本，忽视盲区就容易造成事故。

工作生活中，同样需要警醒，否则
很容易陷入认识盲区。比如，一些家长
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就一好百好，看不
到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又如，
自己经营的一方天地小有成就，往往容
易忽视成绩光环下的阴影部分。然而，
问题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阴影忽略
掉，不代表会消失。越是盯着花团锦簇
的表面看，就越容易忽略表层下的问
题，时间一久，问题越累越多、阴影越积
越大，总有一天会爆发。这也提醒我
们，要规避风险、少走弯路，就应对盲区
保持高度警惕。

由此联想到近日一份引起业内人
士广泛关注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
发展政策环境调研报告》。这份报告通
过“解剖麻雀”式调研，大篇幅讲述了宁
夏葡萄酒产业成长中的烦恼、面临的困
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谓“一石激起
千层浪”，让不少业内人士直言，以为自
己很懂了，不承想还有那么多没看到、
不了解的东西。确实，报告给我们提供
了另一个思考的视角。在不少人认为
我区葡萄酒产业已入“繁花之境”的今
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冷静思考一番：
葡萄酒产业发展到现在，有没有认为产
业名声打响就样样都好，进而忽视其他

方面发展短板的现象？有没有“过去好”
“现在好”就代表“将来好”的认识盲区存
在？又会不会因为过度关注已有的成绩
而盲目忽略潜在的风险与挑战……

冷静思考过后，再问一问有没有会
不会？想一想怎么办、如何干？将极大
地有助于我们在对标找差、发现解决问
题中推动产业稳步向前、再上台阶。

不过，首先得承认，这些年，宁夏葡
萄酒产业的发展还是璀璨夺目的——
从1984年酿出“第一瓶”葡萄酒，到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黄金产区”登顶出圈；从
在戈壁滩上尝试种植，到成长为位居自
治区“六特”产业之首的重点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葡萄酒产业迎来
了发展最快的黄金十年。截至目前，全

区产业总面积达到 60.2 万亩，综合产值
达到 400 亿元以上。发展态势稳固，且
各方面数据比较“好看”，也成为我区不
少人对葡萄酒产业的固有印象与潜在
认知。

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繁花”之下总有你看不到的盲区。葡
萄酒产业要想走好以后的路，还是要辩
证、理性、客观看待产业发展现状，尤需
警惕陷入认识盲区下的盲目乐观。比
如，报告中提到的葡萄酒庄审批权程序
烦琐、非生产性投入大造成总成本居高
不下、监管政策规定存在“一刀切”现象
等，一针见血地直击问题的本质和要
害，也让观看报告的你我心头一紧，原
来名声在外不代表产业发展无忧，现有
成绩更无法遮掩自身缺陷，盲目乐观只
会让一些问题演变成制约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短板和瓶颈，一叶障目的结果也
只能是陷入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的怪
圈。现实中没有所谓的“一白遮三丑”，
有意无意忽视短板弱项，就是欲盖弥
彰、自欺欺人，只会导致问题叠加、矛盾
突出、风险重重、发展滞后。

产业就如我们的孩子一般，呵护成
长不易，问题越早发现越好。至为关键
的一点，还是要主动跳出认识盲区，看
清问题所在，着手解决、努力克服、不断
完善，才能使之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繁花”之下总有你看不到的盲区
孙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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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忠）近日，吴忠
市红寺堡区柳泉乡羊坊滩村养殖户
黄克山拿到农商行贷款后，又购买了
15头牛。“红寺堡农商行工作人员多
次上门宣传创业贷款，了解到我想扩
大养殖，很快便为我发放贷款 20 万
元，利息比一般贷款还低。”谈起红寺
堡农商行的服务，黄克山赞不绝口。

羊坊滩村常住人口 300多户，大
部分村民是南部山区移民。村民主
要从事玉米、黄花菜种植，肉牛、滩羊
养殖。“目前，获得农商行贷款支持的
农户有 240多户，发放贷款 2500余万
元，其中创业贷款就有 85 户。在吴

忠市红寺堡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妇联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
们充分发挥农商行支农主力军作用，
不断深化服务、提高效率，提供更好
的服务和更优惠的政策，持续打造

‘家门口的银行’。”红寺堡农商行负
责人说。

近年来，红寺堡农商行持续深化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聚焦“三
农”小微创业群体，不断加大创业贴息
贷款投放力度，全面激发区域创业就
业活力，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积极贡
献金融力量。去年，红寺堡农商行向
2245户群众发放创业贷款3.09亿元。

红寺堡农商行“金融活水”浇灌乡村沃土
去年发放创业贷款3.09亿元

1 月 9 日，位于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太
阳能光伏组件封装玻璃生产线满产运转，一片片光伏玻璃经过道道工序，成
为光伏面板、背板玻璃，为光伏组件头部企业提供配套产品。

本报记者 王晓龙 白茹 摄

本报讯（记者 杨志挺）1月 8日，走
进弘德村，宽阔洁净的村道四通八达，青
瓦白墙的民居错落有致。位于吴忠市红
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的晋江市场里人
群熙熙攘攘。“我们公司援建了晋江市场
二期扩建工程，项目运营后，可增加16户
移民群众就近就业创业，进一步丰富了
市场服务功能。”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驻弘德村第一书记丁明说。

弘德村是“十二五”生态移民村。经
过多年发展，弘德村依托劳务输出、“飞
地”养殖、土地流转、乡村旅游四大特色
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弘
德村整合党员教育基地、农特产品展销

中心、扶贫工厂等 5个现场教学点，开发
体验式教学课程，形成党员教育培训 25
分钟教学圈。发挥弘德宣讲团“放大器”
作用，引导党员干部推进弘德村各项事
业发展，帮助移民群众增收致富。

在吴忠兴民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纺织
车间里，车工金启芳熟练地操作着纺织
机器。“我进厂 5年，现在每月有工资拿，
既能照顾到家里，自己经济也独立。”金启
芳说，从农民变成了工人，现在挺满意。

李忠兰是弘德村村民，在宁夏果优

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工已有 3年。最
近她主要从事施肥，为小番茄授粉，打底
叶、打岔条、盘头等工作，每月收入 3000
多元。“公司在红寺堡区同原村建设小番
茄日光温棚 74座，吸纳同原村、弘德村、
孙家滩等周边群众到园区务工，去年带动
150户至 200户农户就近务工，带动人均
增收3.5万元以上。”宁夏果优美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红寺堡基地负责人龚建涛说。

目前，宁夏瓦尔登实业，“飞地肉牛”
养殖基地、宁夏富阳工贸、水发浩海等7家

企业在弘德村落户。产业的蓬勃发展带
动了更多的移民群众就业。依托周边的
汉森葡萄种植基地、宁夏永进健康产业
园、杞煌光伏农业基地以及红寺堡产业
园内兴民纺织、东方盛达管业等 20余家
企业，全村 2927 名劳动力有序输出，年
劳务收益7000余万元。

“弘德村牢记‘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
政策，重点解决产业、就业、社会融入三件
事情’，倾心把‘三件事情’办好办实，让
移民群众触摸到幸福的质感。”丁明说。

弘德村：让移民触摸到幸福的质感

本报讯（记者 蒲利宏）“去年村上把
1000多亩土地收归村集体运营，不但提
高了土地流转费，还为村民提供了务工机
会。我在村集体种植基地打工每年收入
一两万元，日子越过越宽裕了。”1月9日，
中宁县石空镇枣二村村民于光志说。

过去由于枣二村在石空镇 15 个村
中各项工作排名靠后，村党组织被确定
为软弱涣散村。近年来，该村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多业并举，在村集体增收、村容
村貌建设、乡村治理上全面发力，终于由

“后进村”变为先进村，村集体收入由
2022年的 10万元增至去年的 50万元以

上，实现村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双增长。
“去年我们从种粮大户手中收回

1600亩土地，并在原有流转费基础上，以
每亩提高 100 元土地流转费，规模化流
转村民土地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积极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种植玉米、小麦等农
作物，从种到收全部使用村上劳动力，用
工累计达 8000余人次，劳务支出 10余万
元，同时，为村集体创收 40 余万元。”该
村党支部书记于超说。

只有多条腿走路，村集体收入才能

持续增收。去年，该村投入 10万元参与
到石空镇“出村入园”养殖园区经营项
目，实现人畜分离美化村庄环境的同时，
村上养殖户还能抽出精力外出务工，增
加一份收入。如今该村 100多只羊入户
养殖园区，预计今年增至 400余只，可为
村集体增收10万元。

今年该村又与高山寺、白马湖、新渠
稍等 5个村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800万元，
进行 20 座温棚建设。“我们已经完成温
棚土方拉运 2.7万立方米，争取今年开春

后为温棚搭建打好基础。”宁夏国桢园林
绿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马俊
青说，预计温棚建成后，可为每个村每年
保守增收10万元以上。

“今年将积极动员更多村民把土地
入股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依托合作联
动实行土地托管，让村民从土地中解放
出来，村民在享受土地流转费和分红的
同时，还能在家门口就业获取劳务收益，
争取让村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再上一层
楼。”于超说。

枣二村：村集体经济再上一层楼

本报讯（记者 王文革）1月9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3年全国甲级、
乙级旅游民宿评定结果，认定 112家
民宿达到甲级、乙级旅游民宿标准，
其中甲级 59家、乙级 53家，中卫市沙
坡头区沙枣小院民宿登上全国甲级
旅游民宿榜单。

沙枣小院是由中卫黄河宿集打
造的旅游民宿品牌，位于沙坡头区常
乐镇大湾村，小院占地面积 1087 平
方米。邻近黄河，与沙坡头风景区隔

岸相望，民宿周边长城、黄河、沙漠、
古村落等自然景观交互相融，形成极
具黄河民居文化特征的独特地貌。

“客人来到沙枣小院，可以做非
遗陶器、体验手工制毯，还能享受沙
漠越野、沙漠定制野宴、史前岩画遗
迹探访等活动，体验不同的生活方
式。”沙枣小院民宿负责人张颖介绍，
2023年小院入住率达 72%，接待游客
5000余人次。目前，春节期间的房间
已经预订了70%。

沙坡头区一民宿登上国家甲级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