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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短新闻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燕新国际家居产业
园木材销售市场，做二手木材生意的宁夏籍
创业者田龙，可谓小有名气。

25年前，22岁的田龙卖掉家中唯一的一
头牛，凑齐路费，便与同村乡邻驾驶 17辆农
用三轮车，拖家带口从海原县贾塘乡远赴新
疆寻“出路”。如今，田龙带着两个儿子做二
手木材生意，年创收 100余万元，不仅在米东
区扎根落户建起了二层小楼、购买了 4辆家
用汽车，还带动海原县 200余户群众在木材
市场务工就业创业。

据不完全统计，宁夏已有近 30万人在新
疆就业创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为当地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记者随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赴新疆调研了
解到，我区持续加强与新疆劳务合作，与新疆
重点用工企业精准化交流协作、考察对接，大
力实施驻新疆劳务站建设，走出政府引导和

劳务经纪人带动、群众自发相结合的市场化
运作路子，全方位促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
力转变观念，走出家门就业创业。仅 2020年
至今年 3月，我区农村劳动力累计赴新疆就
业达9.5万人次。

“这些年来我做过苦力、卖过稻草、拉过
沙子、卖过哈密瓜，只要能挣钱，苦活累活我
都干。”田龙告诉记者，一次偶然机会，一工
地老板送给他两三轮车废旧木材，他便试
着到市场上销售。“干这个活无需太多技
术，还能卖上好价钱。”第一次靠着卖废旧
木材闯市场，田龙发现了商机，他开始跑工
地捡废旧木材再整理销售，第一年实现创
收 2万余元。

成本低、有市场，田龙瞄准商机一干就
是 20多年。“现在党的政策好，只要踏踏实实
干，就能有出路、挣上钱。”田龙说。

今年年初，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 56岁的
马克军再次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一木业公
司上班。“现在，3个娃娃都已成家，我待在家
也闲着，来这边上班工作稳定、工资又高，挺
不错的。”马克军说，他凭着叉车驾驶技术应

聘到一公司上班，每个月公司不仅为其缴纳
“五险”，还包吃包住，每年能攒9万元。

同心县王团镇沟南村 49岁的马玉会是
在劳务经纪人马进虎的带领下赴新疆务工
的。今年 1月，马玉会开始到新疆乌鲁木齐
市鄯善县合盛硅业有限公司工作，月工资
7000元。“走出来务工，让我的视野变得更宽
广了，不仅能有稳定的收入，也能接触到新的
环境、新的人，挺好的。”马玉会说。

海原县郑旗乡 65岁的李穆萨，和家人都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阿尕尔森镇
阔斯阿尕什村。

“新疆工作机会多，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李穆萨在新疆从事种植和养殖业，年
收入达20万元。

从南疆到北疆，从喀什、乌鲁木齐市到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宁夏人在新疆的就业创业
领域非常广泛。有的人发展农业，利用新疆
丰富的土地资源从事种植和养殖业；有的人
投身工业，参与产业园区建设，从事木业和玻
璃等的开发和加工；还有的人在服务业中崭
露头角，为新疆的货运、餐饮等行业贡献自己

的力量。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
新疆站稳了脚跟，实现了自身价值。

宁夏的“80后”创业者王进在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大航城产业园，着力
打造集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机械加工等全
产业链于一体的中国西部制造业基地，集聚
入园企业 500余家，实现产值 70亿元，带动就
业 1万人。在新疆，马巧华将具有“宁夏味
道”的牛肉、萝卜丝、臊子面卖出了名气，他开
办了几千平方米大的连锁餐饮饭店，带动就
业 100余人，其中宁夏籍人员就业人数占比
达 50%。“家乡人和父辈们的热情包容和吃苦
耐劳精神，给了我奋斗成长的自信和底气。”
马巧华说。

“新疆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
景，为宁夏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创业机会，这
是两地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劳动力
跨区域转移就业的深度合作。”自治区人社厅
相关负责人说，我区将持续加强区域联动协
作，释放更多的就业创业政策，为更多的宁夏
人走出家门就业创业提供保障，助其实现自
己的梦想。

宁夏近30万人在新疆就业创业
本报记者 马照刚 本报讯（记者 王刚）4月 23日，由宁夏体育局主办，宁

夏体育科学技术中心承办的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
动（银川站）在银川市西夏区兴泾中学开启。

脊柱是维持身体平衡与稳定、发挥运动功能的重要结
构。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过多使用电子产品、坐姿不端正、
走路含胸低头等行为导致脊柱变形、肩背部不平、胸廓畸形、
骨盆倾斜、长短腿、姿势不良等异常形态时有发生。近视问
题同样不容忽视，不仅对青少年的生活、学习造成影响，甚至
会影响未来就业选择。

此次活动以“关注视力与脊柱健康 守护青少年健康成
长”为主题，为兴泾中学 400余名学生提供专业的视力与脊柱
侧弯筛查和《挺起孩子健康的脊梁》科普讲座，推广《全国青
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操》。今年 10月底前，将会再次对青少
年开展脊柱侧弯复筛，对初、复筛结果进行对比，形成评估报
告，学生家长可通过“脊柱与生命健康”微信公众号查看学生
的筛查结果和建议。

“我们会根据评估和筛查报告，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和康复指导，确保他们得到及时、有效的帮
助，并通过科普讲座、发放健康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学生、家
长和老师普及脊柱健康知识，提高他们对脊柱健康的认知和
防范意识。”宁夏体育科学技术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宁夏体育科学技术中心不断加强脊柱侧弯评估
及康复干预的专业能力建设，积极开展青少年脊柱侧弯评估
及运动干预，指导并帮助脊柱侧弯的青少年科学康复，不让
脊柱侧弯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绊脚石”，让更多的青少年
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拥有挺拔的脊柱和明亮的眼睛。

2024年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银川站）开启

400余名青少年接受专业筛查

本报讯（记者 马忠）“我们村自从与同心农商行丁塘支
行结对共建以后，农商行为了帮我们将黄花菜产业培育起
来，通过调查决定给予我们村金融支持。今年农商行为 220
户村民发放贷款 2200万元发展黄花菜产业，全村种植黄花菜
520亩。”同心县丁塘镇团结村党支部书记杨学虎说。今年，
同心农商行以党建为引领，与辖区各政府部门协同联动推动

“三农”产业发展，发放春耕备耕贷款 53.87亿元，为同心县
4.94万户农户和 142个行政村普惠建档，实现评级授信全覆
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目前，同心农商行 15家支行与全县 142个村组、社区党
支部实现共建共联，81名党员职工与村（社区）党员“一对
多”互助共建。该行还联合同心县委组织部推进“六个先
锋”评选工作，联合同心县农业农村局开展“驻村金融官”
活动，让更多员工接下“三农金融”的接力棒，回归“农小
土”、守住“主阵地”。累计选派 58名金融骨干担任“驻村
金融官”，把 142个普惠金融服务站打造成为客户经理的“现
场办公室”。

“农商行的助力，为我们合作社发展增添了新动能。”同
心县韦州镇正龙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今年得知合作社
养殖规模和配套设施建设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同心农商行主
动为合作社提供金融解决方案，并迅速为合作社投放贷款
300万元，大大缓解了合作社资金压力。据了解，同心农商行
通过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先后推出农户贷款、涉农商户贷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涉农小微企业贷款等多款产品，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龙头企业、重大农业基础建设项目
等加大支持力度。

同心农商行金融惠农助力乡村振兴

4月 24日，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雅苑社区在景墨家园C区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暖心便民服务在身边”志愿服务集
市活动。志愿者为辖区居民进行体检、剪发、养老保险待遇
手机认证等。 本报通讯员 艾羽 摄

这两天，盐池县王乐井乡“十里春风瓜
廊”大棚里的西瓜和香瓜长势正旺，预计 5月
10日前后能上市。“我们提供统一技术、统一
种苗、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村民只负责种，1栋
棚除去棚租，其余收入归村民所有。”基地负
责人任先堡告诉记者，基地每年还给 9名边缘
户分红。

乔有沛是郑家堡村村民，他和儿子共包
了 7栋棚搞种植。“去年，4棚西瓜纯收入 6万
元，3棚香瓜纯收入 6万元。”乔有沛告诉记
者，今年，7栋大棚仍种西瓜和香瓜，预计纯收
入在12万元以上。

为壮大乡村集体经济，王乐井乡成立农
机和日光温棚联合体，发挥乡级致富带头人
作用，整合全乡 108栋日光温棚，统一经营、统
一种植品牌特色瓜果蔬菜。同时，采取“村企
合作、自主经营、委托管理、跨村联营”的模
式，针对每个村的实际情况，采取“一村一策”
制定村集体经济发展方案，力争今年乡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 15万元及以上的村全覆盖，培
育50万元以上的村3个，增长30%左右。

去年以来，王吾岔村将粪污无害化处理
后生产成有机颗粒肥、液体肥推广应用，打造
王吾岔“党建+生态农业科技循环”示范品牌，
形成了“以养带种、以种促养、种养结合”的资
源双循环利用生产链模式，年粪污处理量达
3.6万立方米，年产固体生物有机肥 0.4万吨，
带动 132户种植户 5000亩水浇地施用有机
肥，每亩成本降低 30元，产量提高 5%以上，辐
射带动石山子、边记洼等 7个生猪养殖场粪
污处理，促进资源集约化利用，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我们村将继续提升循环农业经济建设，
主要以 2000亩水浇地的种植和 28栋日光温
棚的特色种植带动全村 3200亩水浇地施用有
机肥，预计 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在 200万
元以上，纯收益在 70万元以上。”王吾岔村党
支部书记张妍娟说。

王乐井乡：大棚种出好“钱景”
本报记者 张晓慧

4月 19日，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村党支部
书记张金忠看着正在破壳的小鹅苗一点一
点啄开蛋壳，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以前
自己养几千只鸡时也见过孵化的场景，可
如今看着村集体的鹅苗子破壳而出时，还
是打心底激动。”在张金忠眼里，这些小鹅
苗都是帮村集体鼓起腰包的摇钱树。

去年 7 月，崇兴村为了壮大村集体经
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村“两委”从广州购
买了 1000只朗德鹅与三花鹅，在村里闲置的
水沟进行试养。这些小鹅苗长得很快，3个
月后，个个大摇大摆踱着步，“嘎嘎嘎”叫个
不停。到了年底，一只大鹅卖到了 150元到
200元，纯利润在 90元左右，当年就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近7万元。

“一条闲置水沟能在 5个月的时间内创
造如此高的经济价值，看来‘借鹅生财’的道
路能走通。”有着多年养鸡经验的张金忠说。

在张金忠看来，鹅不仅能“铁锅炖”，鹅

蛋的市场价格 1枚在 5元至 7元，而且朗德
鹅的鹅苗每只能卖到 30元，三花鹅的鹅苗每
只至少也在20元，一鹅三卖，只赚不亏。

今年 3月初，村上留下了 102只鹅，准备
下蛋孵化小鹅苗。村干部每天在打理村上
的事务之余，将鹅蛋收集起来，放到孵化箱
内。第一批试着孵化了 6只鹅蛋，30天后，6
只小鹅苗顺利破壳，虽然还没“满月”可体格
已有了明显优势。随后，村上又花 6000元购
买了同时可放置 1000枚蛋的孵化箱。4月
19日，第二批100多枚鹅蛋逐个破壳。到4月
底，预计能有500只小鹅苗孵化出壳。

从养鹅卖鹅到孵蛋卖鹅苗，崇兴村在生
财之路上越走越坚实，今年，村上鹅的饲养
数量将扩大到 2000只。“今后，我们村在鹅产
业上会分工越来越细，从选择种蛋孵化、初
育、养殖、防疫，再到销售，链条上的每个环
节都将高度专业化。”张金忠对未来充满
希望。

崇兴村：小水沟养出致富鹅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黄 英

狗咬人，一定是养狗者的全责吗？屋顶漏水，一定是楼
上住户的责任吗？

4月 23日，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馨和苑社区邀请
“三官一师一员”进社区，以辖区发生的案例为题材，用“线下
调解+线上直播”的方式，通过“以案说法”，从专业角度将问
题层层解剖，给居民上了一堂生动立体的“普法课”。

“周末，我 5岁的孙子在小区广场玩，被小区理发店闫先
生养的狗咬伤了。我们已经自费打了狂犬疫苗，也不需要赔
偿，但是闫先生应该给我们道歉。”紫云华庭小区居民杨先
生说。

随即，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牛海玲根据民法
典有关规定，耐心向双方和直播间居民讲解案件适用法律关
系、责任承担等问题，同时又从和谐邻里关系方面，建议双方
互换角度体谅。经过检察官的调解，闫先生现场向杨先生道
歉，两人握手言和。

为引导广大居民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馨和苑社
区推出“三官一师一员”下沉社区线下调解、线上同步直播

“云普法”活动，为居民提供“零距离”的司法服务，引导居民
以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紫云华庭小区居民王军反映楼上 501住户家中卫生间漏
水，导致自家房顶滴水，墙面损坏。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漏水点。可以先协调关闭 501住
户家中总阀门，如果关了还漏水，就可能是 401住户家中主管
道漏水。”宁夏法学会会员赵昶说。

“我约了紫云华庭 501住户，今天下午我们和物业人员一
起去看看，把问题找到再协商解决的办法。”馨和苑社区居委
会副主任任永霞说。

“你们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先回去检查一下自家管
道。”王军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普法”，在检察官、法学会会员
的调解和释法明理下，居民间“小矛盾”被一一化解，居民们
也学到了民法典中关于邻里、物业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据了解，近年来，银川市大力推行“三官一师一员”进社
区，发挥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法学会成员懂法优势，赋
能基层治理，让他们成为法律法规
宣传员、风险隐患排查员、矛盾纠
纷调解员，将高效便民的法治服务
送到群众家门口，用“组合拳”打好

“治理仗”。

社区来了“三大员”
本报记者 杨 超

“平罗县大水沟镇突发地震，造成道
路、通信中断，大量房屋倒塌，部分群众被
困……”4月 24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
接到“灾情”通报，一场跨区域地震救援实
战应急演练在贺兰山下展开。

接到“灾情”报告后，总队立即启动重
特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预案，组成 1支
重型搜救队、1支轻型搜救队、1支战勤保
障分队迅速赶赴灾害现场开展救援。

当日 7时许，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和
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灾情”后，立
即启动地震应急救援预案，集结 20辆车和
2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组成重型地震救
援队和轻型地震救援队，带齐 72小时个人
保障物资，携带破拆、搜救、照明等器材装
备，向“震中”区域开进。

通信人员先派出无人机对“震中”区
域进行高空航拍，侦察受灾情况，形成灾
区地图，按照前期准备、选址、功能区分配
和建设 4个步骤逐一进行行动基地搭建，
并根据地形合理规划行动基地功能区，绘
制功能区分布草图。

演练中，救援队建立灾情收集、应急
响应启动程序，根据地震灾害现场各类复
杂灾情，及时进行综合研判分析，调整作战
部署。同时，根据现场信息更新、事件推进
和演练部署情况，各功能组统筹协调、通力
配合，达到综合应急救援能力要求。

“我们这支队伍平时是专业灭火力
量，特殊时期又是专业地震救援队。”银川
市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练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承担救援队建设任务的银川市消防
救援支队特勤消防救援二站，平时负责辖
区的灭火救援任务，通过此次演练让队员
们更加默契，提升实战救援能力。

据悉，此次演练按照地震救援队分级
测评要求，救援队围绕重型地震救援全要
素开展模拟地震灾害搜索与救援，设置了
贴近跨区域救援实战的场景，检验队伍在
废墟搜救、狭小空间救援、多空间综合救
援、支撑加固横向破拆、山岳救援、车辆救
援等场景的救援能力。同时，各救援力量
实行 72小时自我保障，一切装备、耗材、饮
食均来源于自身携行物资，锻炼了指战员
专业化救援和长时间持续救援能力。

生 死 营 救
——直击“砺刃贺兰山·2024”地震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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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救援。搜救犬搜索救援。

破壁救援。

山岳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