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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局、消防救援大队、红十字
会共同在西夏区第八小学举行火灾逃生应急疏散演练。疏散
结束后，在灭火演练场地，西夏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为同学
们讲解了消防安全知识，西夏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现场为该校
师生进行伤口包扎和心肺复苏教学。图为消防员展示灭火器的
使用方法。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杨月儿 摄

25岁的王佳妮是个“老病号”，由于经常
胃痛成了医院的常客；40岁出头的卢慧是一
名财务工作者，长期伏案让她的颈椎“压力山
大”；从甘肃来银的魏来饱受失眠之苦，常常

“数羊”到天亮。3 位素不相识的“病友”却都
在银川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找到了“解药”，
病痛得以缓解。“这里面积不大，功能不少；大
夫年纪不大，医术不赖；所开药品价格不高，
效果不错。”3月 29日，介绍家人来银川市兴
庆区大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王佳妮
说，“过去对家门口的社区医院一直无感，亲
身经历后即刻‘路转粉’。这样的医院，爱了
爱了！”

大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大夫田龙飞

是 90后，朋友圈里却多是 40后、50后、60后。
焊牢这一段段“忘年交”不仅靠田龙飞精湛的
医术、耐心的服务，还有他爱打“算盘”的小精
明：“我们中心地处城乡接合处，考虑到辖区
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我每次开药时都会精
打细算，尽量让患者花得少、看得好。”记者了
解到，田龙飞擅调脾胃，二三十元一副的药包
成为爆款。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社区卫生服务站的
宋洋靠一把银针行走“江湖”，成为辖区群
众心中“年纪轻轻的‘老大夫’”。“我们辖区
老年人多，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也相对较
多。”宋洋说，中医针灸对这类疾病治疗
效果不错，赢得了辖区群众信赖，“每天早

晨不到 8 点就有患者来排队，我每天接诊二
三十人，平均每人扎 20 针的话，一天能扎四
五百针。”

作为宁夏首家社区医院的银川市金凤区
上海西路碧水蓝天社区服务中心，开设了全
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针灸等临床
科室，日接诊量最多时接近 500人。“人多，却
不‘堵’。”3 月 29 日，一位就诊患者对记者
说。缘何不堵？中心副主任谢彬揭秘：“中
心创新实行了‘转介’服务，不论是哪个科
室、哪位大夫，甚至是药房药剂师，都可以
开出‘转介单’，将患者‘快递’至对应的科
室及医生处，减少了患者跑路，提高了就诊
效率。”

记者采访发现，银川市不少社区医院都
有绝活儿。“中医馆和口腔科是我们中心的

‘两宝’，尤其是获得自治区基层名中医称号
的李拥军大夫拥‘粉’无数，很多外省患者
慕名而来。”西夏区朔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赵小祥说，社区医院的“便”与“廉”
吸引了居民，“去年，我中心门诊量同比增长
了26%。”

“近年来，银川市统筹优质医疗资源分
布，均衡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用 15 分钟
医疗卫生服务圈兜住市民健康。”银川市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说，2023 年，银川市基层医疗
机构门诊量达到 920.6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5个百分点。

银川市这些社区医院何以圈粉——

大夫年纪不大医术不赖 药品价格不高效果不错
本报记者 秦 磊 智 慧

3 月 31 日，女子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挥拍。当天，由宁夏
网球协会主办的 2024 宁夏女子网球双打交流赛在银川西部
花园网球场开赛，来自全区的34名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本报记者 左鸣远 见习记者 马赛尔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唯）“这两天农行银川西夏支行陆续给
我们申请减免聚合码手续费呢，服务到位！”一名摊主说。记
者了解到，农行银川西夏支行近期先后为怀远观光夜市的
218家个体商户申请减免聚合码手续费32.5万元。

农行银川西夏支行毗邻怀远观光夜市，是怀远夜经济坚
定的金融支持者。2022年，在怀远观光夜市亟需恢复生产、
促进消费的紧要关头，农行银川西夏支行及时提供 700万元
信贷支持，推动观光夜市升级改造，将原有小吃餐车更换为
风格统一的售卖亭，并对路面硬化、灯光亮化、售卖亭配套设
施、美化等进行全面升级，赢得当地政府的认可和肯定。

当发现怀远观光夜市小食品摊位有所减少后，农行银川
西夏支行主动申请为 240户下岗再就业商户申请减免收单手
续费。为更好地服务商户，该行还根据商户分布，精准划片，
将夜市南区、北区、东西区分别包干给 3个网点，常态化跟进
服务，建立商户服务微信群随时答疑解惑，并同步开展聚合
码、助业快 e贷、房抵贷、掌银、理财等产品一揽子金融服务，
带动个人掌银 300余
户、个人贷款 400 余
万元，银客合作黏性
持续增强。

农行银川西夏支行为218家个体户
申请减免聚合码手续费32.5万元

本报讯（记者 马越）“全程线上办理省时省力，邮储银
行的电子保函业务太方便了。”近日，宁夏一公司负责人在体
验了全流程业务办理后，对邮储银行中卫市分行的电子保函
业务点赞。据悉，该笔保函业务是该行成功办理的首笔电子
保函业务，将进一步推动该行保函业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
智能化发展，为企业的贸易往来和工程建设等领域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风险保障服务。

电子保函是传统纸质保函的升级版，通过电子保函系
统，客户可以在线提交申请、在线签署盖章、在线支付保费等
操作，整个流程无需人工干预，自动化程度高，大大缩短了保
函办理时间。同时，电子保函还具有方便快捷、安全可靠等
优点，为客户带来了全新的业务体验。

“客户对我行电子保函业务的体验感非常认可，为后期开展
客户综合金融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邮储银行中卫市分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行将以此次业务落地为契机，不断探
索更多新的业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优
质、全面的金融服务。同时，也期待与更多的企业共同推动电子
保函等相关业务的发展，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邮储银行中卫市分行
首笔电子保函业务落地

本报讯（宁夏日报
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段春 马对对）3月26日，
记者从全区 2024 年企
业科技创新工作现场
会暨企业家创新精神
培育工作启动会上获
悉，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园区有研发活动的规
上工业企业占比首次
突破 60%，西部地区有
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建
设已初见雏形。

宁东基地在立项
实施自治区科技研发
项目的基础上，再立项
宁东本级科技项目，设
立宁东基地安全生产
专项、低碳环保专项，
并根据宁东实际首次
设立了宁东基地重点
支持领域成果转化项
目，分两批立项成果转
化项目 14项，预计带动
新增产值 23.5亿元，有
力推动科技创新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在新
材料、新能源领域集中
突破了一批“卡脖子”

技术，泰和新材实现了更高性能的氨纶、芳
纶技术国产化和规模化放量生产；百川新材
料实现了煤系针状焦规模化生产；君磁新材
料开发的第四代稀土永磁材料已经应用在
华为、苹果等高端电子智能产品上。2023年，
登记自治区科技成果 46项，完成技术合同成
交额 4.56亿元，标准、有效发明专利等主要
创新指标均实现大幅增长。

宁
东
基
地
有
研
发
活
动
的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占
比
首
次
突
破6

0
%

本报讯（记者 陈郁）3 月 30 日，宁夏总
工会在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金盛恒达物流园
举行全区 2024 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

“健康守护”活动，现场为 300 多名大货车司
机、快递员、外卖员及环卫工人提供健康体检
服务，标志着作为宁夏 2024年 35件民生实事
之一的为 5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环卫工
人提供健康体检实事全面启动。

全区五市总工会、宁东基地工会协调当
地条件较好的公立医疗机构，与宁夏工人
疗养院共同构建全区“职工健康守护联
盟”，通过工人疗养院、各地公立医疗机构

定点体检和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
人较为集中的区域进行上门服务相结合的
方式，更加周到地服务职工。根据计划安
排，通过 3 至 4 年接续性体检服务，确保相
对稳定的快递员、外卖员、货车司机、网约
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环卫工人得
到全面健康体检，并为接受体检者建立个

人专属健康档案。
此外，宁夏总工会对深度困难职工、相对

困难职工、意外困难职工实施梯度化帮扶，实
施 100 户困难劳模家庭“适老化”改造，组织
1000名劳模（医务人员）疗休养，为 240名自
治区（省部级）农民劳模全覆盖免费体检，为
全区 7000名 55岁以下已婚新就业形态女性

劳动者开展“两癌”筛查，为 2.6万名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赠送职工“互助保”和“意外险”，为
1000名众包骑手每人赠送 1份 100元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向 1万名货车司机赠送“爱心
包”，组织 10万名职工参加“塞上乡村二天二
夜”区内疗休养，推进工会驿站 24 小时全天
候服务。

为5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环卫工人提供健康体检

宁夏这件民生实事全面启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何婉蓉 徐琳）3月
31日，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的为期
2 天的第 38 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
石嘴山市平罗县闭幕。

大赛共有来自全区22个县（市、区）的200多
所中小学校、6000余名师生参赛，经选拔1200
件科创作品入围参加展示和封闭问辩活动；
303支参赛队900名师生参加机器人6大类竞
赛项目。污水净化发电装置、智能太阳能追光
云台控制装置、智能中药柜……参赛作品涉及
自然生态、科技未来、智能生活等方方面面。

在“椭圆曲线的旋转曲面上的点加法研
究”展位上，石嘴山市第三中学的学生们刚
答辩完，学生李秉洪表示自己在参与项目和
答辩的过程中收获颇多。

平罗县第三中学王浩玥为大家介绍他
们的参展作品“星际迷航：缔造微型太阳系
工作坊”，她说：“这是一个简易的微缩太阳
系模型，都是用最容易购买的材料做的，希
望可以成为地理课堂用于了解天文学最直
观的教具。”指导老师李合合表示，要在动手
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批判性思维，
通过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培
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科协联合自治区教
育厅、团委、妇联和石嘴山市政府主办，宁夏
科技馆（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石嘴山
市科协、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和平罗县政府
承办。大赛共设有竞赛类、评比展示类、评
优类三类项目。其中，竞赛类项目包括：青
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教
育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评比
展示类项目包括：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青
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评优类项目包括：十
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
校、优秀组织单位、优秀组织工作者。

第38届宁夏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闭幕
22个县（市、区）6000余名师生参赛

3月 29日，工作人员在宁夏贺兰工业园区宁夏北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开展作业。该公司生产的氮化铝粉体和陶瓷材料，实现
从原料端到精密功能器件的全产业链自主发展。公司二期项目电子封装陶瓷材料扩产项目投资 2.2亿元，计划建设高标准每年 430吨氮化铝
粉体生产线、每年 5万斤高温多层共烧氮化铝陶瓷基板生产线、每年 10万片氮化硅基板生产线、每年 80万片氨化铝基板生产线和每年 1000件
氨化铝陶瓷结构件生产线。项目将于今年7月份投产，预计年产值2.5亿元，可安置就业300人。 本报记者 王鼎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蔡莞郁）“现在住
的小区环境好，菜市场离家也近。卖菜每
月能赚 3000元钱，年底还有 1040元的村集
体分红。”3月 29日，青铜峡市小坝镇小坝村
村民张建军照常来到银河早晚市的摊位，
将蔬菜码好待客人到来。

近年来，随着青铜峡县域经济的快速
发展，作为城中村的小坝村发生着巨大的
变化。村民的搬迁安置就业、农村产业发
展等问题成了小坝村的头等大事。

为解决小坝村民生问题，青铜峡市建
成 5个农民住宅小区，以建筑成本价安置农
户 1000余户，安置住房 1900余套。就业方
面，小坝村“两委”及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
企业带动、劳务输出和创业支持等有效措

施，先后投资建设了“三大园区”和“五大市
场”，引导失地农民进园区进市场，从事个
体经营、种植养殖业。

小坝村坚持党建引领、规划先行，围绕
小坝镇确定的“商业大镇”奋斗目标，结合
自身城郊村的地理优势，稳步实施旧庄点
拆迁，创立以青铜峡市朔方总公司为管理
机构的村办企业，鼓励群众参加各类技能
培训。2023年村集体收入达到404万元，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5198元，根据分红管理办
法，3000余名村集体经济成员分红105万元。

在小坝镇，除了小坝村，以“大青葡萄”
闻名的先锋村也经历了由弱变强的村集体
发展之路。

“我们村几乎家家都种葡萄。但以

前每家种的葡萄品种不太一样，也没有
知名度，销售不理想。”先锋村村民季文
龙说。

在小坝镇的统筹规划下，先锋村整合
各方资源资金，成立青铜峡市先锋大青葡
萄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葡萄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2023 年，先
锋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700元。

“小坝镇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
抓 手 ，全 镇 全 年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22617 元。我们将依托现有资源，破解发
展难题，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不断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小坝镇相关负
责人说。

小坝镇：党建引领富乡村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张艳丽）当下正值大棚樱桃上市的时
节，3月 30日，走进永宁县胜利乡许旺村种
植户王平安家的樱桃大棚，似火如珠的果
实挂满枝头、格外耀眼。“3月 20日已摘了第
一批果，以每斤 40—80 元价格送到四季
鲜批发市场。预估一栋棚收入能达到 8万
—10万元。”王平安高兴地说。

近年来，胜利乡深入实施“导师帮带”
人才项目，促进种植农户的技术技能水平
全面提升。作为胜利乡设施樱桃栽培导师
帮带项目的负责人，王平安从 2021年开始
种樱桃，是全县第一位种樱桃的农户，经过

摸索，他熟练掌握了樱桃的种植、定植、树
形管理、修剪、水肥管理等技术，截至目前，
种植规模达到 20栋。徐正荣和杨金利两人
有 6栋温棚，去年看到王平安的樱桃大棚大
获丰收，今年他们也尝试种植，成为帮带对
象，经常向王平安请教技术问题。

在永宁县杨和镇旺全村设施基地里，
缀满枝头的鲜红樱桃让人垂涎欲滴。旺全
村退役军人、党员致富带头人王少波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去年 10月，王少波积极
响应杨和镇发展设施产业种植名特新优品
种的号召，承包了 4栋大棚试种樱桃，成为
旺全村第一个种樱桃的农户。“我是瞅准了

樱桃种植的市场前景，投入了 60万元栽下
460棵美早樱桃树。”王少波介绍，由于第一
年以缓树、养树为主，每棵树结果量少，第
二年开始见效益，预估一栋棚收入10万元。

截至2023年底，永宁县共建成41个设施
园区，有各类设施温棚13908栋、3.47万亩，瓜
菜占 82.7%，果树占 17.3%。“近三年来，特色
种植和名特新优品种种植受到种植户的追
捧，樱桃、草莓等种植成为农户的‘新宠’，陆续
在永宁县各乡镇的致富带头人和村集体的设
施温棚里‘生根发芽’。同时我们通过实施联
农带农机制，逐步提升设施农户产业收入。”
永宁县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永宁县：樱桃树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记者 马忠）近日，由石嘴山市司法局和公安局
交通警察分局联合成立的石嘴山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大武口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
解委员会挂牌成立。

近年来，石嘴山市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
不断推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依法有效化解大调解格局，实现
了从被动履职向主动担当、从群防群治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
合、从“小治安”向“大平安”、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构建了
以市级公共法律服务、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为龙头，县（区）人
民调解中心为枢纽，乡镇（街道）司法所为主阵地，专业行业
调委会、村居（社区）工作室及个人调解室为支撑，组（楼院）
为基点的五级矛盾纠纷排查和人民调解网络平台。同时，积
极推动人民调解在房产、消费、交通、医疗、劳动争议、物业管
理等 15个领域建立 45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性调解委员会，
实现“专业调解组织干专业事”，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

据介绍，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将遵循
自愿、合法，有利于化解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原则，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依法、合理、合情地进行调解。公安交警、司
法行政部门将加强协作配合，加强调委会规范化建设，为群
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截至目前，石嘴山市共建立各类调委会 419个，建成“一
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158个，建立个人调解工作室 22个，
培育发展专兼职调解员3256人。

石嘴山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