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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N G X I A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 4月 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日下
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习近平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
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
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民族
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
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
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
史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
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阻
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
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
国团圆的历史大势。两岸同胞一路走来，始终一脉相承、心手
相连、守望相助。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
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
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
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
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
关系大局。

第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
几千年来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关键在
于中华民族始终有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
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
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两岸同胞都盼望家园和平安宁、家人和谐相处，为此就必
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
实有共同的认知。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
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
交流起来，增进了解，累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

第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民族绵长
福祉，这个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
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
上更好的日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
有能力带领 14亿多大陆同胞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
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为台
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

实、未来更好。
第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漫长

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
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两
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
亲。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让
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们

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一走，也乐见大陆民众多
去祖国宝岛看一看。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
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
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
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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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事关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事关
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事关巩固党的长期执政根基，对于加强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社
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为民服务，坚持专业化方向，坚持激励和约束

并重，着力健全职业体系、加强能力建设、完善管理制度、强化
激励保障，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结构合理、
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为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提供坚实
人才支撑。

用 5年左右时间实现以下主要目标：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
基本建立，能力建设不断强化，管理制度更加科学，激励保障机
制愈加健全，关心关爱社区工作者氛围日益浓厚；社区工作者
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作风全面加强，队伍结构持续优化，
收入待遇合理保障，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切实增强，为民爱民、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进一步提升。 （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
（2024年3月28日）

本报讯（记者 王瑞）4月 10 日，记者从银川海关
获悉，由利安隆（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
光稳定剂UV-1130通过海运发往吉尔吉斯斯坦，预计
4 月 18 日送达。该批货物共计 4.8 吨，货值 49 万元
人民币。

利安隆（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新
材料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生产型企业。
自 201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设立宁夏高分子材料抗老化
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多年来，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
3.5%，拥有授权的发明专利十余件。

“光稳定剂 UV-1130 是一种添加剂，广泛应用于
涉及汽车配件、涂料、建筑材料、包装材料、电子电器、
日常家用品等多个领域的高分子材料，可以明显改善
其产品的抗老化性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利安隆（中
卫）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此次出口产品将被客户
用来生产木器漆，之后投入家具制造。

近年来，中卫市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
链条不断延伸，产品优势不断凸显，形成了以晶硅、
高性能金属、电池储能、高性能纤维和高分子助剂
为主的新材料产业格局。2023 年，中卫市新材料产
业产值达350亿元。

中卫光稳定剂UV-1130
出 口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清明时节，记者驱车行进在 109国道中宁段，沿路遍布
着尚未返青的枣树，一眼望不到头——这条沿路枣林带有
40 公里长、4公里宽，尤以枣园段的枣树最为密集。

枣园，作为中宁圆枣发源地，因枣而名，坐落在黄河北
岸。枣园，曾经以乡的行政建制而存在，2003年被撤并入中
宁县石空镇。自此，枣园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片区。

因路而兴

这条圆枣林带沿路展开，绝非偶然。
据史料记载，中宁圆枣距今已有 960多年的栽培历史，

当地百姓一直有种植枣树的传统。20世纪 80年代以来，伴
随着中宁黄河大桥建成通车，109国道从中宁穿境而过，车流
量大增，到 2000年前后，带火了过路经济，其中最走俏的商
品就是中宁圆枣。

当地政府审时度势，沿 109国道等交通干线扩大圆枣种
植规模，不遗余力地扶持圆枣产业。政府给予补贴，乡村干
部示范带动，农技专家上门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
动起来。中宁圆枣从庭院种到田间，连片种植面积动辄上千
亩。就这样，一路高歌猛进，到 2007 年，中宁圆枣种植面
积扩大至 8万亩。

“那时，枣子一成熟，各村就停满了上门收枣的货车。”中
宁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金栋回忆道，全区各地
以及甘肃、陕西等省的红枣都在 109国道旁的中宁枣园乡高
山寺红枣批发市场交易，市场内外车水马龙。为了保鲜，市场
周边建起87座冷库。2007年，种1亩中宁圆枣能收入五六千元。

因路而衰

伴随着京藏等四条高速公路从中宁穿境而过，特别是
2010年以后，路网及物流业日益发达，让中宁圆枣开始直面

全国各种优质红枣的强有力竞争。
“中宁圆枣干鲜皆可食，可每一种优势都不明显，这在

‘一招鲜’的产业竞争中很尴尬。”李金栋分析，做鲜枣，中宁
圆枣赶不上山东冬枣，冬枣通过设施温棚栽植提前两个月成
熟，口感鲜嫩脆爽，和在 8月底上市的中宁圆枣“撞车”；山东
冬枣种植规模大，仅滨州市沾化区就种有 10万亩，对中宁圆
枣冲击很大。做干枣，中宁圆枣又赶不上新疆灰枣，新疆灰
枣有几百万亩，成熟后风干为“吊干枣”，果皮薄、肉厚、味甘，
采摘成本低。

面对激烈竞争，中宁圆枣市场大幅萎缩。2015年开始，
枣树被农民成片砍伐，到 2022年，全县枣树被挖掉了九成。

“种 1亩玉米，好歹有 2000多元收入；种枣子，市场不好就抓
瞎了。”石空镇白马湖村村民郭凤先说。昔日喧闹的高山
寺红枣批发市场门可罗雀，消费者也很难在商超内买到中
宁圆枣。 （下转第三版）

中宁圆枣路在何方
——宁夏枣产业突围之路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马 骏 杜晓星 见习记者 杨玉瑛 徐 琳 实习生 马 磊 文/图

4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宁圆枣制成的空心枣。

本报讯（记者 杨娟）4月
10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
解到，我区积极布局外销网
络，铺就特色农产品出村进
城、飞向全国的跑道，助力“宁
夏好东西”卖得更好、销得更
远。截至目前，“西吉好东西”
在全国一、二、三线城市建设
销售门店 30家；宁夏马铃薯外
销广东、广西、福建、新疆等
地；西芹等冷凉蔬菜销往全国
25 个省市 60 多个大中型蔬菜
批发市场；优质牛肉销往北
京、上海、广州、福建等地。

据统计，去年，全区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 141.84亿元，同
比增长 14.6% ；全区特色农
产 品外销窗口实现销售额
7.71 亿元，同比增长 6.34%；全
区 62 个消费帮扶专区销售脱
贫地区农产品 400 多种、销售
额1.2亿元。

其中，西吉名优特产成功
外销走出独特的“西吉舞步”，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以“西吉
好东西”为招牌，开设特色产
品销售门店 30家。西吉肉牛、
马铃薯、冷凉蔬菜、杂粮等特
色产业集群异军突起，认证农
产品 34 个。“西吉芹菜”“西吉
马铃薯”被评为“中国驰名商
标”，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享誉全国。借助完善
的寄递物流体系和冷链仓储
设施，西吉县的冷链蔬菜不仅
走到了国内大城市餐桌上，甚
至走出国门。今年 3月 16日，
自治区商务厅促成西吉县与
新百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推动西吉牛肉、酸辣粉、
马铃薯粉条、杂粮锅巴等“西
吉好东西”产品正式进驻新百
连超各大门店销售。

近年来，自治区商务厅大
力发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农
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推动农
产品品牌培育和电子商务进
农村等工作，先后实施全国农产品冷链物流综合示范
项目、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快递下乡”

“快递进村”工程等国家级示范项目建设，全区 22个县
（市、区）中 21个建立了县域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
95.5%；193个乡镇全部设立寄递物流服务站点，实现
乡镇站点全覆盖；设立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网点
1260个，1922个行政村寄递物流覆盖率达 86.7%。初
步形成“县县有中心、乡乡有站点、村村有服务”的县乡
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空间布局。

“宁夏好东西”销得远，离不开持续频繁地在全国
舞台亮相。自治区商务厅发挥联通城乡、对接产销的
桥梁纽带作用，组织举办“宁夏优品全国行”、国际肉类
产业博览会、全区蔬菜产销大会等活动，带领农产品生
产加工和流通企业亮相消博会、投洽会等国内知名展
会，加速推进“六新六特六优”产业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大格局。加强外销窗口建设和运营管理，鼓励经营
流通主体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建设宁夏特色农产品外
销窗口，扶持有实力的区内外企业扩大宁夏特色优势
农产品营销。

自治区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将多举措
拓宽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实现“市
场主导、多方参与、物美价优、协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把“宁夏好东西”由田间地头送到百姓餐桌上，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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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车务段获悉

宁夏将新增货物班列23列

铁路部门实施2024年
二 季度列车运行图

4月10日起

铁路部门

● 霍尔果斯境—济西X9056/5
次中亚班列 1列，该班列每周三、
周日开行，沿途设乌西、哈密东、
嘉峪关、迎水桥、榆次等站
● 惠农—京唐港X9782/1次、惠
农—武汉北X9783/4/3次普快
多式联运班列2列
● 济西—哈密东80442/1次普
快城际班列1列

增
开

● 南仓—惠农X9702/1次普快
多式联运班列1列

取
消

中亚班列1列
普快多式联运班列2列
普快城际班列1列
局管内货物班列19列

增
开

兰铁局管内货物列车将新增19列货物班列

增
开

惠农—大坝始发直达列车5列
大坝—惠农空车直达列车5列
惠农—银川南始发直达列车4列
银川南—惠农区段列车 4列
平罗—惠农小运车列车 1列

将大坝、西大
滩、平罗—碱
柜 C80 次列
车 运 行 区
段 调整为惠
农—碱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