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转一响”，也叫四大件，是
20 世纪 50年代后期各个家庭希望拥
有的四件家庭用品——手表、自行
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后来随着改革
开放的推进，四大件逐渐发生变化。

岁月长河悠悠，“磨剪子嘞戗菜
刀”的吆喝曾婉转悠扬于大街小巷，
修鞋摊、修车摊、裁缝铺曾随处可
见。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家庭
用品“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
年”的时代渐行渐远，一去不返。

2023年 11月，在商务部指导下，
宁夏“小修小补”便民地图小程序上
线。在快马加鞭的时代，依旧有一群
人用双手讲述“坚守”的故事，修补出
市井生活的幸福感。他们是你我身
边的手艺人，也是光阴缝隙里城市里
的“守”艺人。

银川市金凤区银新苑便民维修
点的马保国，今年 56岁，修车 23年，
手艺是“打小在家摸索着学的”。这
些年，马师傅边修边学，见证自行车
的更新迭代，也见证着自行车升级为
电动自行车，要学的手艺越来越多，
但马师傅说：“虽然更新换代快了，但
我能卸掉就能修好。”对他来说，“凭
手艺干事，踏实！”

银川市兴庆区银川商城西门对
面的菜市巷里，韩玲霞维修店门口放
置的喇叭正传出“专业修换拉链、裁
裤边、修伞……”的声音。老板韩玲
霞和何存娃夫妻二人从 1994年开始

就干这一行，对他们来说，“能赢得顾
客的信赖，高兴！”

银川市兴庆区鼓楼南街亨瑞名
表维修店的老板孙海军，20岁开始靠
修表“吃饭”，迄今已 21 年。对他来
说，“干这一行，是家人的耳濡目染，
更是接触后的喜欢。”他认为：“修表
不光是和器械打交道，也是在和人打
交道。”而在这个过程中，孙海军始终
保持初心：“小车不倒，就只管朝前
走，因为靠手艺吃饭，有底气！”

在银川市兴庆区前进街，有一家
张师傅修鞋擦鞋店，今年 53 岁的张
文军修鞋已有 20年。这些年，从“好
多次开店，好多次失败”到“慢慢站稳
脚跟”，张师傅在日复一日的修理和
琢磨中不断提高技艺，积攒了好多回
头客。对他来说，“做这一行，技术是
最重要的。”

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南街，张
浩经营一家珠宝定制维修保养店，
今年 33 岁的张浩从 2011 年起从事
珠宝行业。从大学学习机械加工专
业到在成都的大厂里和师傅学手
艺，再到回银川自立门户，张浩认为
他和珠宝工艺之间属于双向奔赴。
因为店铺地址搬迁，有顾客为了找
他修好一枚翡翠镶嵌吊坠，从金凤万
达广场一路问到新华街。对他来说，

“做这一行，一是手艺，二是诚信，能
帮大家修好有特殊意义的珠宝首饰，
是他坚持的理由。”

张文军在修鞋。

城市中的“守”艺人
本报见习记者 杨嘉琪 李雅蓉 赵 慧 贺紫瑞 文/图

工作中的张浩。

孙海军在修表。

马保国在修自行车。

韩玲霞在给顾客裁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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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乔素华）1 月 17 日，记者
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我区去年以来统
筹推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安全追溯、监测抽
检、监管执法、共治共建，守牢农产品质量安
全底线，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到
98.6%，持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区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的农产品
监测体系，去年全区农产品抽检量达到每千
人 1.7 批次，较上年增长 0.2 批次/千人，全年
抽检各类农产品 12910 批次，开展胶体金速
测 14.6万批次。召开农安形势分析会商会

4次，及时处置风险监测问题产品 25个，公布
抽检不合格信息 4 期，风险预警提示行业部
门和属地政府 8次，监督抽查问题产品 16个，
有效防止不合格农产品上市流通，把问题隐
患解决在“最初一公里”。

在全国率先启动 2023 年全区农资打假
专项治理行动。深入组织开展全年农资打假
工作，形成春耕备耕、夏种夏管、秋种秋管等
农资使用旺季常态化打假高压态势。全年共
检查农药种子化肥等农资生产经营主体
2928 家次，抽检农资样品 907批次，立案查处

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
农资案件 70 件，涉案农资 42.07 吨，罚款
38.07 万元。

全面推进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全区标准化乡
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服务机构达到 66 个，
占全部涉农乡镇的三分之一。实施乡镇农产
品质量安全公共服务机构评星定级，评选五
星级监管站10个，示范带动作用显著。

以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
蔬菜“六特”产业为重点，分产业、分批次、有

针对性地开展农业领域地方标准征集、筛选、
立项、评选等，立项地方标准 50 项、发布
29 项，发布“六特”产业——冷凉蔬菜标准体
系。创建国家及自治区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
示范基地 15个，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5个，成
功获批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
地 4 个，全区认证有效期绿色优质农产品达
到 645 个，35 家主体获良好农业规范（GAP）
认证，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首次超过 30%，

“三品一标”、良好农业规范、名特优新工作在
全国会议上作交流发言。

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98.6%
持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讯（记者 鲁延宏）1 月 17 日，记
者从宁夏气象局获悉，受扩散冷空气和
偏南气流共同影响，1 月 18 日下午到 1 月
19 日上午，预计宁夏有一次降雪过程。
这是宁夏进入 2024 年来的首场大范围
降雪。

据悉，此次降雪虽然范围较广，但降
雪量不大，中雪的累计降雪量预计在 3毫
米至 5毫米，小雪累计降雪量预计在 0.1毫
米至 1毫米。其中，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
惠农区、银川市灵武市、吴忠市盐池县预
计可达中雪，其他地区则为小雪。1 月
20 日，贺兰山沿山、中卫市南部及固原市
预计将出现小雪天气。

此外，受强冷空气影响，1 月 20 日至
21 日全区有 4 到 5 级偏北风，阵风 7 到
8 级，全区气温显著下降，日平均气温
1 月 21 日较 1 月 19 日下降 10℃至 12℃，
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全市、银川市灵武
市、吴忠市盐池县降幅可达 12℃以上。
1 月 22 日至 24 日全区气温持续较低，最
高气温普遍在-6℃至-10℃，最低气温普
遍在-21℃至-16℃。此后，全区气温将
逐步回升。

宁夏将迎大范围降雪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记者 裴艳）“今年，将实施银川市第
四十三中学、兴庆区第二十七幼儿园、
银川市第三十四中学、西夏区第二十二
小学、贺兰县第十一小学、永宁县第四
小学、灵武市第七中学等教育基础建设
项目，新增学位 1万个以上。”1月 17日，
银川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银
川市将继续擦亮“教育在银川”品牌，加
快建设教育强市。该负责人介绍，今年
银川市将开展中小学游泳课程试点，各
县（市、区）至少确定一所试点学校，在
小学 4 至 6 年级开设游泳课程，通过试
点进一步推广宁东开设游泳课程成功
经验，促进中小学游泳课程改革。此举
既能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又能让学生
掌握一门技能。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面，新增普惠性幼儿园 15所，推动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 90%，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超58%。

“银川市教育部门将坚持统筹协
调，以更优资源回应群众关切。”该负责
人还介绍，学前教育方面，今年将实施
学前教育普惠保障行动，进一步提高公
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和普惠率，不断提升
学前教育保育保教质量。义务教育方
面，将实施义务教育强校提质行动，加
强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遴选认定
一批新优质学校，推进特殊教育融合发
展，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普通高中教育
方面，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行动，创
新办学机制帮扶一批，全面提升县中办
学质量。多样化发展提升一批，积极创
建自治区级特色高中。增加招生计划
扩容一批，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开
展办学能力综合评估督促一批，提高学校抓教育教学质量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职业教育方面，将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赋能提升行动。新增一批产教融合型专业，评估认定一批优
质专业，积极创建第二批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全国学习
型城市网络成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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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近日，人社部联
合全国总工会、中国企联、全国工商联公布
2023年国家级金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名
单，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三方联合调解中心、
石嘴山市平罗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宁夏锦华化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3 家单位获评第三批国家级金牌调解组织。
截至目前，我区已有8家单位荣获此称号。

近年来，我区人社部门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协商调解的前端性
基础性作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
制，着力强化风险防控和源头治理，协同推进
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2021年以来，全区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组织累计受理争议案件 2.47万件，涉及劳
动者3.28万人，涉案金额3.81亿元，总体调解成

功率达68.07%，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自治

区党委政法委等 9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通
知》，明确 5年目标任务，聚焦源头治理、协商
和解、多元调解等 7个方面内容，优化 21项具
体措施，进一步提升协商调解效能。会同自
治区总工会等 4部门部署开展基层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组织建设行动，制定 10 条措施要
求，强化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仲裁院、乡镇街
道 4 个重点领域调解组织建设，构筑更加坚

实的争议矛盾多元化解网络和机制。实施打
造金牌调解组织三年计划，累计选树国家级
和自治区级金牌调解组织 32家，组建新业态
一站式调解组织 40家。会同法院健全“分对
分”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完善全区 243个乡镇
街道调解组织和 303 名调解员信息库，应用
调解诉讼信息系统，提高柔性化解争议质效，
2023年度 132件委托委派争议案件全部成功
化解，调解成功率100%。

我区充分发挥“抓前端、治未病”预防功
能，把重大集体争议纳入劳动关系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建立青年仲裁员和人社公职
律师志愿者联系企业长效机制，组织全区
45 名志愿者常态化深入 439家企业“点对点”
开展法治人社问诊，督促企业严格规范用工
管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开展农民
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全区26个仲
裁院提前 1 个月全部挂牌成立速裁庭，配备
124名仲裁员推进涉薪争议“快办妥处”，办案
时效提速30%，位居全国前列。2021年以来，
全区仲裁机构累计审结涉薪争议案件1687件，
涉及农民工3506人，涉案金额5721万元。

国家级金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名单公布

宁夏3家单位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马越 见习记者 何婉蓉）1月 17日，记者
从自治区科技厅获悉，由该厅立项支持，宁夏大学生态环境
学院科研团队成功突破贺兰山东麓浅山区免灌溉植被恢复
技术，为丰富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恢复品种资源和森林生态
系统功能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据介绍，贺兰山东麓浅山区干旱少雨、适生树种单一、森
林生态服务功能低下，宁夏大学科研团队通过研究植物抗旱
性评价，筛选出一套适合宁夏地区植物抗旱性能评价指标体
系和方法体系，研发出耐旱型深根系容器苗的培育和经营管
理技术，使种植苗木能充分利用不同土壤深度的水分，从而
减少植被恢复补水的需求。

同时，该团队开展贺兰山低山区灌丛雨水收集与利用技
术研究，发现树体形态结构中的叶面积、冠幅和冠层厚度对
降雨再分配产生影响，气象要素平均气压和平均温度也对冠
层降雨再分配产生影响，筛选出松叶猪毛菜、蒙古扁桃和狭
叶锦鸡儿等树种对降雨利用率高，适宜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进
行示范应用。

该项目技术成果应用于贺兰山东沟矿区生态修复，使土
壤贮水量提高 1.5至 1.8倍，苗木的生长和生理生态指标明显
高于对照区域。

贺兰山东麓浅山区免灌溉
植被恢复技术取得突破

1月 17日，银川市西夏区西花园路街道社区戒毒（康复）中心联合惠民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全员禁毒教育 为青少年扛起璀璨明日”
主题禁毒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通讯员 马春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