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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招大引强”再出发，说到
底是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
态的“再出发”。

N 第三只眼

买春联、添新衣、办年货，当人们
热热闹闹准备过大年时，一张“1 月 31
日至 2 月 5 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将迎来
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的全国降雪预
报图日前冲上热搜，成为全网关注的
焦点。

面对“黑压压”的气象图，中央气
象台官微直呼，“河南郑州本次降雪预
报图，这么离谱的预报图头一次见！”
有分析认为，这是我国中东部地区今
冬以来最大范围、最长时间的雨雪天
气过程，也是 2008 年以来最复杂春运
天气。当然，咱宁夏虽没有“黑云压
寨”，但也“牵扯其中”——1 月 31 日至
2 月 4 日，我区自南向北迎来连阴雪天
气过程，降温+降雪，如约而至。

“真是瑞雪兆丰年！”“大雪虽浪
漫，可千万别堵回家的路。”看着雨雪
冰冻天气如期“上线”，人们既欢呼春
节邂逅瑞雪，又担忧雪花“添乱”，可谓

“既爱又恨”。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毕
竟，现实中每次恶劣天气的发生，都会
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比如，道路拥
堵、交通事故、物流受阻、农作物受损、
水电供应不畅，等等。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恶劣气
象甚至极端天气的影响？其实，答案
说难确实难，说简单也简单，就几个
字：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换句话说，
就是要具备底线思维，防患于未然。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
患意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智慧，
居安思危更是历史昭示的重要经验。
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
才有可能在危难来临时争取到最好的
结果。从过往的经验教训看，这也是
屡屡被证实过的现实。只有具备忧患
意识、底线思维，把应急工作干在平时，
把应对工作做到危机之前，保证机制完
备、组织高效、各方守土有责，方能有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从容不迫。相
反，如果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不具备
超前的防范意识，不在日常工作上下功
夫、提前做好做足应对工作，总是临时
抱佛脚，结果只能是手忙脚乱、丢盔弃
甲，甚至会放大灾祸带来的危害。

应对特殊天气亦是如此。此次面
对大雪天气，许多地方的应对就很值得
我们学习。比如，1月31日，雪花还未飘
落时，身处中心地带的郑州，高速公路两
旁就整齐地摆上了融雪剂，铲雪车严阵
以待，警车更是整装待发；其他各地纷纷
启动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公安、交通、
农业、城管等部门联袂迎战；宁夏也连发
多条预警信息，交通部门甚至网络直播
路况……一幅幅“闻雪而动”的画面，一
个个雪后井然有序的镜头，证明了“未雨

绸缪”的正确，映射出相关部门安全意识
和底线思维的提升，也用整齐划一的行
动给公众平添了一份安心和温暖。

当喜庆春节遇上漫天雪花，不仅是
对春运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方方面面安
全保障的鞭策。倘若以后各地都能将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
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嘱托入心
入行，把每个环节、每处工作考虑周全、安
排妥当、落到实处，让未雨绸缪形成机制、
成为常态，何止这个春节我们会不惧风雪，
往后经年各项工作也都会无惧风雨。

未雨绸缪方能无惧风雪
虎 权

临近春节，烟花爆竹供销进入
旺季，为确保烟花爆竹燃放安全有
序，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自治区应急
管理、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从经营、运输、
燃放等环节不断强化旺季烟花爆竹
安全监管。

爆竹声里辞旧岁。在许多有关
过年的景象中，绚烂的烟花总是承
载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很多人心目
中甚至有“过年不放烟花就少了几
分年味”的认同。但现实生活中，烟
花爆竹引发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一些孩童会因为操作不当而引发悲
剧，也有人因为燃放地点不当引发
火灾，更有人因为燃放劣质烟花爆
竹导致严重后果……可见，如何在

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规范
烟花爆竹的管理，已是城市管理不
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此次，我区相关部门从经营、运
输、燃放等多环节入手，对发现的安
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线索联合开展排
查整治、快速依法查处，值得点赞。
然而，除了在监管方面用力，通过加
大宣传来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同
样必不可少。相关部门可通过各种
渠道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众
对烟花爆竹安全知识的认知，也可
通过社区宣传等方式，普及烟花爆
竹的安全常识和法律法规。作为市
民，也应积极配合，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谨记，烟花爆竹虽美丽，安全始
终第一位。

美丽之余还要兼顾安全
尉迟天琪

年味渐浓，春日可期，我区全力开启
向着春天进发的步伐。

1 月 29 日，一场以“深化务实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的招商推介活动
在北京举办。在推介现场，宁夏向 48 家
央企 110 余位负责人发出了合作“邀
请”。以春天的名义发出邀约，不仅承载
了满满诚意、拳拳盛意，更道尽了我区渴
望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的满腔热忱。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招商引资
也要趁早。为什么？道理不难理解，

“引进来”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对
接、反复洽谈，早准备、早出发、早介入，
才会为“落下来”奠定基础。然而，宁夏

地处内陆，不沿边不靠海，大企业凭什
么看好宁夏？

不得不承认，深处内陆一直是宁夏
开放发展的瓶颈，但从区位看，近些年

“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使宁夏由开放
末梢跃升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成为
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
点；从资源讲，宁夏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
合示范区，正在开发建设千亿方级大型
气田，全区人均电力装机、发电量全国第
一，芳纶产能全国第一，煤制烯烃产能占
全国的五分之一，单晶硅产能占全国的
四分之一，更地处黄金奶源带，贺兰山东
麓也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
从政策说，通过积极谋划、主动作为，我
区先后出台工业稳增长“36 条”、“降成
本 30条”、财政支持“60条”等系列政策，
构筑了政策洼地、打造了投资宝地。

可以说，资源富、政策好、机会多、服
务优等，构成了客商看好宁夏的先天优
势。而过去一年，全区共实施重点项目

1313个，完成投资 1567亿元，特别是“宁
电入湘”工程、全国最大的 300 万吨级
CCUS碳利用项目、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

“沙戈荒”风光基地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的集中落地，在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起到
重要引领支撑作用的同时，也创造了良
好的后天优势。这一个个重大项目，就
是一张张看好宁夏的信任票。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但要想抱上更
多“金娃娃”，还需思想再解放、开放再出
发、服务再提升，努力提高各项工作的前
瞻性、精准性和创造性。面对不断变化
的外部环境，为什么有的地方能积极谋
划、主动作为，而有的地方却迟疑不前、
举步维艰？这固然受当地资源禀赋等因
素影响，也与推动工作的观念思路和精
神状态密不可分。“招大引强”再出发，说
到底是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再
出发”。既要着眼长远谋划项目，准确把
握经济规律，打破思想观念束缚，增强敢
于胜利的勇气，敢于放眼世界争一流，放

开手脚闯市场，瞄准产业风口、高精特
新、占据制高点的企业和项目，争取引进
更多具有长远竞争力的“金娃娃”；也要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优渥
的“土壤”、更充足的“阳光”、更充沛的

“雨露”，真心实意解决他们的忧心事、难
心事和烦心事，致力于把宁夏打造成西
部最具吸引力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

一元复始知岁月，万象更新长精
神。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走
深走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
新宁夏加速发力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拿
出“身处内陆腹地、志在开放前沿”的骨
气，以敢闯敢干敢突破的精气神，跑出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让更多企
业看好宁夏、投资宁夏，与宁夏携手同
行、共赢未来。

凭什么看好宁夏
孙莉华

新一年的“春风送岗”启动啦！1
月31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春风行
动暨春暖农民工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来自全区100余家重点用工企业进行
现场招聘，提供各类就业岗位2600个，
进场求职人数2100余人，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400余人。据报道，春风行动
期间，全区计划举办招聘会260余场
次，预计发布岗位近15万个。

春节期间，无论是在外务工人
员还是高校毕业生，大都回家过年，
是开展求职招聘活动的好时机。我
区正是抓住这一契机，连续 20 年开
展春风行动，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全

方位就业服务和政策支持，也为区
内企业用工提供了坚实保障，春风
行动也因此成为我区就业服务的

“金字招牌”。
是金子就要持续发光。随着我

区“六新六特六优”产业的持续发
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出现，
及时做好就业招聘服务工作，会越
来越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自
治区两会也强调要深化就业创业优
先工程，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
措施，相关部门理应做好牵线搭桥、
组织协调等相关工作，让春风行动
发挥更大作用，为我区产业升级、群
众就业保驾护航。

让春风行动吹开就业大门
宫炜炜

据报道，今年我区将建立健全
社保体系，织密织牢社保网，持续增
进民生福祉。其中，紧扣重点群体，
挖掘参保扩面新资源，低保对象、低
保边缘家庭等六类困难群体养老保
险代缴率达到100%。

残疾人、低收入人群、高龄独居
老人等困难群体是社会群体中最需
要关怀帮助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冷
暖、急难愁盼一直以来都牵动着无数
人的心。从开展“就业援助月”专项
服务活动，到提前发放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再到医保优待特殊困难群
体……长久以来，一项项惠民政策、
一笔笔救助资金，不仅有力地托举起

困难群众的生活，也彰显出我区惠民
利民工作的政策温度、民生厚度。困
难群体养老保险代缴率达到100%等
指标，更是清晰传递出民生福祉改善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的鲜明信号。
为民政策有力度，民生答卷才

能有温度。但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
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帮
扶困难群众不能只为解一时之困，
而要善谋长远之利、善行长久之策，
只有坚持久久为功、长期发力，从最
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
着眼，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让民生服务更加精准、更有温度，才
能确保幸福路上不落一人。

确保幸福路上不落一人
沈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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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是

《雷锋日记》中的片段，也是雷锋
一生的真实写照。如今，雷锋早
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无
数个好人、模范、榜样共有的
名字。

近年来，“当代雷锋”“道德
模范”“时代楷模”“中国好人”

“最美人物”在人们身边大量涌
现，雷锋精神绽放出璀璨的时代
光芒，引领越来越多的人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

凡人微光，星火成炬。今年
以来，为推动主题教育变“纸上

学”为“事上见”，拓宽主题教育
的“深度”，固原市原州区积极开
展“学习身边榜样”活动，用身边
事激励身边人，向榜样看齐、向
榜样学习，传承榜样力量。

“老人的举动不仅让板凳有
了温度，也让这座城市有了温
度。”搜索张学发的事迹，记者看
到有不少热心市民感动留言。
从春到冬，四季轮转，像张学发
这样的榜样标杆，早已成为原州
区志愿者服务不可分割的“枝
蔓”，为固原这座温暖有爱的城
市注入坚韧有力的精神力量，雷
锋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张 学 发
捎 带 棉垫沿街
为公交站点铺换。

←张 学 发
一针一线缝制
的坐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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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手温暖一座城
本报见习记者 何娟亮 实习生 马国军 文/图

“老张，你今天要去哪条街？”“走着
看嘛。”看到张学发，小区门口唠嗑的邻
居们喊道。一车一人一捆垫子，这是宋
家巷社区居民最熟悉的场景。一有时
间，张学发便骑着电动车，带上缝制好的
棉坐垫，沿着公交站点一路“巡查”。

来到原州区第三中学公交站点，张
学发从电动车后座拿出铁丝，将铁凳上
的棉坐垫缠绕一圈，再用钳子拧紧打
结。半小时后，站点两个棉坐垫全部加
固完成，他稍作休息，又骑车前往下一个
站点。

“以前不想让大家知道，等天黑了
才出来铺坐垫，现在知道的人多了，自
己也放得开了。”张学发笑着说。这还
要从 2017 年 10 月说起，当时身体不舒
服的张学发在原州区人民医院住院，一
天，他和孙子散步到医院门口，见不远
处的公交站点上一对父子在等车，手里
还提着装着医院检查结果的资料袋。
铁凳又冰又硬，小伙子担心父亲受凉，
背着父亲一直等到公交车进站。这一
幕被张学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出院
回家后，看到老伴做十字绣留下的针线
布料，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越发清晰。”张
学发决定利用旧布料、棉絮，为公交站
点的椅凳做坐垫。

张学发拿着卷尺，趁天黑到公交站
点量好凳子尺寸，回家翻出旧床单和棉

絮，照着凳子尺寸裁剪、拼接，在中间夹
上一层厚厚的海绵，一针一线缝制成棉
坐垫。

“凳子一般长 150厘米、宽 30厘米。”
张学发带着缝制好的棉坐垫，趁天黑出
去给凳子铺上。从东海宋家巷一区公交
站点开始，逐个站点推进，政府街、文化
街、中山街、兴学路、南城路……张学发
缝制的棉坐垫，覆盖了固原市老城区所
有公交站点。

心细的张学发还根据公交站点风
格，对坐垫的花样进行精心搭配。“人民
会堂前的站点，我就铺上向日葵花样的
坐垫，预示人民生活欣欣向荣；新华书店
前的站点用红色的坐垫，和书店的气质
比较般配。”什么花样的坐垫适合放在哪
个站点，张学发有自己的想法。

一天晚上 8 时许，张学发正给中山
街新华书店门前的公交站点座椅安装坐
垫，这一幕被停靠在站点的公交车司机
用手机录了下来，随后在自媒体上发
出来。

“爷爷，你快回来，你出名了。”孙女
张文玉看到后给张学发打电话，还在外
边忙活的张学发才知道自己出了名。

“现在生活这么好，我没有什么可
以回报社会的，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
事，给大家提供一点点帮助。”张学发说
到这里，脸上露出笑容。

“当兵期间，部队给大家配发针线
包，班里战士清洗被褥后，都是我帮大家
缝的。”张学发对自己穿针引线的技能很
自豪。

“张学发从小就羡慕欢送新兵大会
上那些戴着红花参军的人，从 18岁起，

他连续 3年报名参军。1978年，21岁的
张学发如愿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一年
后，由于表现突出当上了副班长，至
1982年退役。

部队的锤炼和教育，也让他把“为人
民服务”这五个字深深刻到了心里。

他在东海宋家巷小区当保安期间发
现，冬季遇到大雪纷飞，室外道路积雪成
冰，小区附近道路坡陡路滑，送外卖的骑
手滑倒，学生差点被打滑的汽车撞上……
目睹这一切后，他留心积攒融雪剂，每逢
降雪进行铺撒，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自
此，每逢下雪，宋家巷小区居民出门会发
现，门前的坡道和路面被清扫得干干净
净。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为了保持路
面干净，张学发凌晨 4时起床，打着手电

筒来回撒融雪剂，清理路面冰雪。
张学发的微信昵称叫“好心人”，这

是他孙女张文玉因爷爷的善举有感而发
起的，他一直用到了现在。“只要身体允
许，这些事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张学
发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成为市民们学
习的榜样。2019年，原州区南关街道宋
家巷社区为他颁发“坚持初心不忘、永葆
本色不变”锦旗。2020 年，张学发获得
固原市“诚信之星”称号。

在张学发家里，堆放着好多备
用的布料和珍珠棉，还有 10多条缝
好的坐垫，是他和妻子杨桂芳利用
空闲时间赶制的。对老伴为公交站
点的椅凳免费缝制坐垫一事，杨桂
芳起初并不支持。

“他左腿残疾，还患有腰椎间盘
突出症，行动不便。每次缝制垫
子，一坐就是一下午，坐久了身体
也不舒服。”但杨桂芳拗不过丈夫，
慢慢地接受并理解了张学发。后
来，杨桂芳也加入坐垫缝制中，还
号召家人一起收集旧布料、棉絮等
旧物。

为了能制作更多的坐垫，张学
发全家动员和他一起缝制、安装。
亲戚朋友、小区居民也被他的暖心
行为打动，常给他们送“原材料”。

在小区旁边做生意的妥梅，把
家里的旧床单被套清洗干净，叠得
整整齐齐，送到了张学发家里，有人
送来粗线……还有张学发夫妇叫不
上名字的老李、老马等人，他们总是
将废旧床单、被褥洗净叠好，一包一
包送到他手里，支持他继续做下去。

“近两年一到冬季，我和同事们
就会看到这位老人的身影。”环卫工
人张秀梅经常看到张学发为公交站
点座椅安装棉垫。7年来，张学发为
公交站点座椅安装棉垫的善举，得
到越来越多市民的称赞和支持，不
少群众打听到他的联系方式，主动

给他送来废旧的电热毯、棉被、布
料，也有不少人将他的好人好事发
到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

“谢谢叔叔！我一直生病，出门
走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缓缓，昨天我
去体育场买菜，看到了公交站点的
坐垫，太温暖了。”当张文玉将网友
的评论读给爷爷时，张学发为自己
的小举动给大家带来实在的温暖而
欣慰。

“请大家尊重为此付出辛苦劳
动的老人，多一份爱惜，就多一份真
情。”“希望市民一定珍惜老人的劳
动成果，自发地守护我们共同生活
的城市。”记者看到，网上这样的留
言不在少数。

“刚开始铺垫子时，头天晚上
安完，第二天就有可能被人解开绑
绳拿走了。仅文化路商城门口的
公交车站点，就连续丢了3次，我安了
3次。”张学发说，这几年，新安的坐
垫再也没丢失，用刀划、用烟头烫的
现象也少了很多。好几次安装中，
还有不少市民主动帮助他绑扎打
结，他打心眼里高兴。

“退役军人张学发，亲手缝制的
坐垫几乎覆盖固原城区所有公交站
点，不仅给寒风中等公交的人带去
了温暖，也让我们的城市充满了阳
光。”2022年，在原州区第十一小学
读六年级的田欣将张学发的故事分
享给了同学们。

冬天的固原街头，寒气逼人。然而，8路公交车沿途站点的铁凳子却“炙手可
热”，候车的市民争着坐。原来，这些又冰又硬的铁凳被穿上了花色不一的棉外套。

这些温暖舒适的坐垫是一名67岁的退役老兵一针一线缝制的。自2017年以
来，家住固原市原州区南关街道宋家巷社区的居民张学发，自发为公交车站点缝制
棉坐垫，连续7个冬季从未间断，累计缝制坐垫超过500个。

张学发为冰冷的铁凳穿上“棉服”这一暖心之举，感染并带动越来越多的市民
参与到这项志愿服务活动中，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温暖。

短 评

为公交站点椅凳“穿”棉衣

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做下去

“多一份温暖，就多一份真情”

凡人微光 星光成炬
何娟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