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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越 见习记者
何婉蓉）挖掘盐碱地潜力，开展盐碱
地综合利用，对于粮食安全有重要意
义。宁夏盐碱地总面积约为 600万
亩，如何有效治理？近日，记者从
宁夏大学了解到，继去年 3 月该校
科研团队联合我国 9家科研单位首
次公布发现农作物耐碱关键基因
AT1及其作用机制后，近日，这项课
题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宁夏大学
科研团队将该基因通过分子设计，
用于耐盐碱作物的育种遗传改良，
有望在盐碱地治理等领域发挥重
大作用。

去年 3月 24日，中国科学家“首
次发现主效耐碱基因AT1”的研究发
表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科学》杂志
上，引起广泛关注。宁夏大学首次作
为第二完成单位，实现了科研工作的
历史性突破。日前，该项科技成果入
选 2023年度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被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

“历经 10多年联合研究，我们通
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耐盐碱差异大
的高粱资源，首次发现了其中的主效
耐碱基因 AT1。在高盐碱胁迫中，
AT1通过调节水通道蛋白的活性，将
逆境导致产生的有害物质泵到细胞
外降低其应激反应，进而提高植物耐
盐碱性。”宁夏大学教授、宁夏盐碱地
改良利用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许兴
介绍。2012年，在自治区育种专项牧
草育种项目、中国科学院重点战略重
点项目等科技专项支持下，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谢旗团
队联合宁夏大学许兴团队等科研单
位，共同启动了植物（作物）耐碱机制
研究。“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在植物
耐盐研究方面的方法较为成熟且研
究力量集中，但对于植物（作物）耐碱
机制了解较少。”许兴说，以论文为
例，在全球范围内能搜索到的耐盐方
面的研究论文大概在 2万至 3万篇，
而耐碱方面的论文只有300至400篇，
科研难度高。

锚定目标十年磨一剑，多团队的
联合攻关迎来丰硕成果：在对高粱遗
传资源进行全基因组大数据关联分
析后，主效耐碱基因 AT1 被正式发
现。随后，在宁夏、吉林、山东等地的
实验数据进一步证明了研究结果的
科学性。在平罗县盐碱地（pH值达
9.10）大田试验证明，敲除AT1基因后
的高粱籽粒增产 20.1%，全株生物量
（青贮用）增加近 30.5%，经基因修饰
后的谷子增产 19.5%、玉米在盐碱地
存活率显著增强。

“AT1的发现之所以意义重大，是
因为它是耐碱主效基因，在作物耐碱
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其次，该基因
具有普适性，经过基因编辑，我们发
现 AT1在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中
都能发挥作用，这说明其应用前景非
常广阔。”许兴说。

近段时间，许兴团队正在紧锣
密鼓开展宁夏作物耐盐碱基因研究

试验，为开展下一步工作做准备。“我们希望把这项研究成
果尽早应用在宁夏的各类作物中，这对于提高作物耐盐碱
性将有重大意义。”许兴表示，此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全区盐
碱地改良利用，还将对增加粮食产量、促进生态修复起到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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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
持续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自治区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现向社会公布举报
方式，受理反映自治区各级党政群机关存在的形式主
义加重基层负担问题线索。

反映方式：
1.举报电话：0951-6668890
0951-6669111（24小时开通）
0951-6668633（24小时开通）
2.举报邮箱：nxzzxszy@163.com
3.邮寄信箱：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康平路 1号自治区党

委督查室，邮编：750001
4.网络反映渠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首页（www.nx.gov.cn）—“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举
报窗口”

欢迎社会各界、广大干部群众如实反映问题，我们将
严格保密，依法依纪处置相关问题线索，并及时进行反馈。

特此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

2024年2月21日

关 于 受 理反映形式主 义
加重基层负担问题线索的公告

2 月 20 日，风雪
交加的夜晚，一名乘
火车前往北京复诊的
15岁少年，因不慎丢
失人工耳蜗外机，陷
入“无声的世界”。

“请你一定帮帮
我们，我儿子的人工
耳蜗外机丢了，找不
回来的话，孩子可就听
不见了……”2月20日
23时 40分，银川开往
北京西站的 D265 次
列车在风雪中疾行，
旅客郑女士焦急地找
到 1号车厢列车员秦
梅寻求帮助。

“孩子妈妈，你先
别着急，回忆一下孩
子到过车上的哪些地
方，我来想办法！”秦
梅一边安抚郑女士的
情绪，一边通过手持
终端文字功能与郑女
士的儿子王磊（化名）
交流，详细了解人工
耳蜗丢失的情况。依
据描述，D265次列车
从银川火车站始发
后，王磊一直就座于
二等座车 1 号车厢
内，期间，曾在到达盐
池站前使用过一 次
卫生间。直到定边
站 开 车 后 ，母 子 俩
突然发现人工耳蜗外
机丢失。

人工耳蜗的外机
需要与通过手术植
入颅骨内的人工耳蜗体内机配合才能
使用。“如果孩子的‘耳朵’找不回来，重
新适配新的外机不但过程繁琐，适配同
种型号大概还需要 40万元。”与郑女士
交谈时秦梅得知，如无法寻回外机，很
可能会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背上沉
重的经济负担。

了解情况后，秦梅迅速在车厢内展开
查找。她俯下身子，在一个个座席下地毯
式搜索，检查卫生间的角角落落，仔细翻
找卫生间里的垃圾桶……

21日凌晨 3时许，列车即将到达太原
车站。秦梅心急如焚。由于太原站属于
列车垃圾投放站点，春运大客流期间，为
给旅客带来更好的乘车环境，车厢垃圾必
须全部定点投放于此。因此，务必要在抵
达太原站前寻回孩子的“耳朵”。

秦梅将寻找目标投向车厢内的几个
垃圾桶，逐一翻找。终于，在翻找到第三
袋垃圾时，发现了遗失的人工耳蜗外机。

“我们娘俩怎么感谢你才好呀！”接过
人工耳蜗外机，郑女士攥着秦梅的手久久
不愿放开。

“孩子的‘耳朵’找到就好，我也希望
能让懂事的少年听见这个世界的善意与
美好！”秦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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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锦）2月 22日，记者了
解到，随着服务经济促发展、督查执法、污染
防治攻坚战等一项项重点工作紧锣密鼓地提
上日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锚定目标，制定持
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抓好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推动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
务实推进绿色发展等 9项举措，持续跟进今
年一季度工作进程，奋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
开门红。

按照目标，2024年，宁夏将全力以赴完
成国家下达的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PM2.5平均浓度、重污染天数比率目标任
务，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地
表水优良水体比例、劣Ⅴ类水体比例达到国
家考核要求；继续扩大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 4项主要污染物减排
工程累计减排量的指标成果，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全力推动 2023年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效考核保持优秀等次。

“一季度只剩下不到 40天时间，全区生

态环境系统干部职工逐项落实生态环境约束
性目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各项重点任
务。”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人介绍，大气治
理方面，持续抓好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加强沙尘天气妥善应对等工作；强化项目储
备，指导市、县（区）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优良
天数比率、PM2.5平均浓度、重污染天数比率达
到序时进度。水环境治理方面，重点推进入
河（湖、沟）排污口分类整治等工作；持续紧盯
国控断面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预判水质变
化趋势，确保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土壤污
染治理方面，组织申报第一批资金项目，更新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启动开展优先地块监测
等工作。固危废治理方面，启动实施 2024年
新污染物调查监测评估等项目工作，持续开
展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非法倾倒、乱堆乱

放问题全面清查整治等工作。
重大项目是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环

评审批是建设项目依法开工建设前必须完成
的重要一环。1月至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已征集 2024年度重大项目 23个，完成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 120个，总投资约 86.14亿元，环
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402个，总投资约 86.2亿
元；该厅深入石嘴山市、中卫市和宁东基地，
进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察民情，

“拉网式”找问题、“蹲点式”看现场、“靶向性”
挖典型。截至目前，初步查找发现问题线索
95个。

按照计划，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大力推
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2024年度 4项任务整
改，对已经完成的 55项任务适时开展回头
看。对石嘴山市、中卫市、宁东基地开展第三
轮第一批次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同时，联
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行动，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我区九措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2月20日，国能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厂房内，工作人员在判断电动机运行中有无异音。针对连日降雪冰冻天气，作为银川市“东热西送”
唯一输出热源，担负着银川市 7000多万平方米供热任务的国能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雨雪防冰冻应急响应，落实保暖保供应
急预案，全力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本报通讯员 张宗新 摄

（上接第一版）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干好今年工作、走好开年第一步，意义重大。春节前自治区
两会已对今年各项工作精心谋划，明确了“施工图”，但我们
也要清醒看到，当下，外部环境愈加严峻、发展形势更加复
杂、发展任务越发繁重，向前进的每一步都不会如想象中容
易、目标任务中的每项工作完成起来都会十分艰难。越是这
样，就越需要我们保持“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决心，越需要我
们振奋龙马精神，从一开始就拉弓满弦，以龙腾虎跃、鱼跃龙
门的干劲闯劲，开拓创新、拼搏奉献，起好步、开好局，搏出龙
年新精彩。

春光不负赶路人，笃定前行赢未来。只要全区上下鼓足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加油干，把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落实落细落好，积极
向上、顽强拼搏，将个人成长进步、将地区改革发展融入时代
大潮，甲辰龙年的美丽新宁夏往前迈的每一步都将更加坚
实、更有力量、更见神采、更显底气！

鱼跃龙门，搏出龙年新精彩

宁夏该如何精打细算做好水文章？
近年来，宁夏认真践行“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以“节
水增效”为核心，率先在黄河流域开展“四水
四定”专题研究，制定印发《关于落实水资源

“四定”原则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
见》《宁夏“十四五”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宁
夏回族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等
文件，科学高效推进用水权改革，优化调整生
活、生产、生态三大用水结构，保障生活用水、
节约生产用水、满足生态用水。

如何持续提高水资源效能，助力宁夏加
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2023年，宁夏代表团在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支持宁夏开展“四水四

定”试点的建议》，希望通过试点工作，全面实
施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在优化水资源配置、
深度节水控水、智慧水利建设等方面做足“精
打细算”的文章，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
逐步形成一批在黄河流域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做法。

建议得到了水利部的高度重视，在对宁
夏代表团的答复函中，明确表示，国家发展改
革委、水利部将继续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对符合条件
的先行区建设项目予以适当倾斜支持。

据了解，为支持宁夏落实好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的《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国家发展
改革委已累计安排相关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

43.4亿元，支持宁夏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河道
综合治理、农业节水供水等重点项目建设。

水利部对宁夏高效节水工作给予了积极
支持：一是积极支持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
节水改造。将宁夏固海、青铜峡两处灌区纳
入《“十四五”重大农业节水供水工程实施方
案》，计划对 260万亩灌溉面积进行改造。将
巴庄子灌区、茹河库井灌区等 11处中型灌区
纳入《全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
施方案（2021—2022年）、（2023—2025年）》，
规划改造面积 103万亩。二是积极支持节水
型社会建设。2023年，水利部向宁夏下达节
水补助资金 1335万元用于节水工作，其中，
用于石嘴山市、中卫市、盐池县 3个典型地区
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建设资金共 725万元，

为推进再生水试点建设等节水工作提供了有
力保障。

针对代表建议中提出的关于支持宁夏深
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内容，水利部表示，积
极支持宁夏开展用水权改革，赴宁夏开展
调研工作，指导宁夏制定相关改革文件。
水利部在答复中称：2021年 4月，宁夏在全
国率先出台《关于落实水资源“四定”原则
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见》，通过确
权、赋能、定价、交易，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
水资源向高效益领域流转。下一步水利部
将结合正在开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修订工
作，进一步完善用水权初始分配、用水权交易
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宁夏精打细算做好水文章
本报记者 尚陵彬

李保平是宁夏社科院建院以来当选的第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去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

从委员到代表，身份变了，为民发声的心
始终没变，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始终没变。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近年来，李保
平积极反映民情、汇集民意，持续聚焦高质量发
展中的重点、热点、难点，结合研究专长、积极发
挥优势，做好党委、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

2月 19日，部分在宁全国人大代表到石
嘴山市开展集中视察，李保平是其中之一。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为我区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感到振奋。”李保平说，
这两年，宁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科

技攻关，培育了许多行业领先的“单项冠军”，
应该持续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类型
明晰、梯次明确、链条明朗的企业培育体系，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让更多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这些年，一次次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社区
调研，加深了李保平对宁夏区情的理解——
一线问生产，基层看变化，他始终坚持“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用“脚板”丈量发展进程，到
实地感受发展脉动，在反映社情民意、向人民学
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数份高质量调研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公

益诉讼已经开展多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
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检察公益诉讼实践
对法治的需求更加迫切。”李保平认为，制定
检察公益诉讼法势在必行。

李保平呼吁制定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经费
使用管理制度。他表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虽然都是科学，但两者在研究方法、投入方
式、经费使用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为繁荣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从国家层面制定哲学社会科学
经费使用管理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全国两会，李保平将持续关注资源
利用和生态环保。他希望，能将硅石（冶金用
石英石）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继续支持宁夏
加快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

李保平：初心不变 为民发声
本报记者 朱立杨

李保平（右二）在基层调研。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贾莉 见习记者 弥楠）2月 22日，记者从宁东
能源化工基地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3年，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
较 2016年增长了 2.4倍，工业经济体量占全
区的近 30%，是西北地区第一个产值过千亿
元的化工园区；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6000
亿元；财政总收入较 2016年增长了近 3倍，占

全区的 14.4%；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连续两
年位列全国化工园区第五名。

2023年 4月，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印发了
《支持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二次创业和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吹响了宁东基地二次创业的

“冲锋号”。宁东基地将建设国家战略能源储
备基地，以及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国家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西部先进制造业发展

示范区、全区产业集聚产城融合示范区、黄河
流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示范区。到 2025年，
工业总产值达到 2600亿元，较 2020年翻一
番；到 2027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0亿元
大关，工业总产值突破 3000亿元大关，成为
引领西部化工园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标杆；到 2035年，经济总量比 2025年翻一番，
进入国家重要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前列。

宁东基地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连续两年位列全国化工园区第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