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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晓秋）5 月 10 日至
14 日，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将在上海世
博展览馆举办。5月 7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获悉，经过前期精心筹备、细致规划，
目前宁夏展区已基本完成布展工作。我区
30 余家品牌企业携宁夏枸杞、盐池滩羊等

“宁字号”品牌，组团亮相 2024中国品牌博览
会，向世界展示宁夏品牌新势能。

“中国品牌日”活动自 2017年举办至今，
经数年打磨、深化，已成为世界感受中国品牌
发展路径、见证中国品牌力量的重要窗口，众
多“大国重器”“科技利器”在这里集中亮相、
为人熟知。

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品博会上，宁夏展区面积共 180平方米，
以“宁好·这里是宁夏”为主题，通过数字沙
盘、音画互动、图文讲解等多种形式，展现、展

示我区城市形象品牌、特色产业集群品牌、区
域公用品牌和旅游目的地品牌等。其中，15家
企业品牌将通过视频和实物呈现各自的魅力
和活力，包括“宁夏枸杞”“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盐池滩羊”区域公用品牌 6家，“宁夏沙
湖”“宁夏沙坡头”等宁夏旅游目的地品牌3家，
新材料、装备制造、乳业企业等产业集群品牌
3家，地方特色企业品牌3家。

为进一步提升与观众的交互性，本次宁
夏展特设了城市形象品牌互动体验展示区，
以LED屏搭配局部造景，结合中国传统框景，
配合明信片和伴手礼发放活动，打造身临其
境的展示效果和展台打卡点。同时，在区域

公用品牌展示区设置品鉴互动区，通过塞上
名厨的现场调制，将宁夏的葡萄酒、枸杞、滩
羊、八宝茶等优质食材搭配出独具风味的宁
夏盛宴，供参展观众现场品鉴，感受宁夏区域
品牌魅力。在特色产业集群品牌展示区，通
过数字沙盘让参展观众体会宁夏数字产业建
设成就和发展前景。

“我们期待借力‘中国品牌日’这一国家
级展览展示平台，聚焦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全
面展示宁夏品牌助力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展
现宁夏品牌新优势，提升我区品牌美誉度。”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宁夏各地各部门聚焦我区特色

产业发展，通过政策扶持、培育打造、宣传推
介等方式，持续推动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取
得显著成效，区域品牌建设有效推进，品牌质
量不断提升，生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全
区地理标志产品用标企业有 123 家，地理标
志商标用标企业有 217 家，使用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企业达到 340 家。“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获准使用企业达到
64 家，在 3 年内数量翻了两番。贺兰红葡
萄酒、中宁枸杞、百瑞源枸杞等成功入选
2023 年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产品，“宁夏枸
杞”“中宁枸杞”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第二批互认保护名单。

我区30余家品牌企业组团参展中国品牌博览会

因为一块砖，20岁的石嘴山姑娘李静，应
聘来到拥有 600年历史的隆德县凤岭乡于河
村。5月 7日，李静说：“我喜欢目前的工作，
也喜欢这个静谧的小村子。”

发出招聘启事的是“魏氏砖雕”第五代传
承人魏亚龙，这份招聘启事酝酿了很久。

“为什么砖雕只能作为建筑装饰镶在墙
上，或者装在屋顶上，而不能作为饰品戴在身
上、摆在桌面上呢？”这是魏亚龙的疑惑，也是
他力求突破的地方。

“魏氏砖雕”起源自隆德县凤岭乡于河
村。120多年前，于河村村民魏孝祖机缘巧合
下跟随河北砖雕艺人学艺，掌握技术后创立

“魏氏砖雕”，魏亚龙从他的父亲卜文俊手中
接过了传承的第五棒。

和魏亚龙相比，卜文俊接第四棒时颇费
周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卜文俊成为“魏氏
砖雕”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上门女婿。“魏
氏砖雕”有一个祖训：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
外。魏世祥生了 5个女儿，没有儿子，曾公开
表示要“封刀”。

得知老爷子这个想法后，对砖雕艺术迷
恋的卜文俊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学艺。可魏世
祥死守祖训不松口，直到卜文俊请来文化部
门的工作人员做思想工作，才得以继承这门
手艺。

1995年，在征得魏世祥的同意后，卜文俊
开始招收外姓学徒，打破“传男不传女，传
内不传外”的传统，促进“魏氏砖雕”更大的
发展。

产生经济效益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
传承、保护、发展，这是卜文俊一直秉持的观
念。“什么事情只有挣钱了，大家积极性才会
高。”卜文俊不仅把手艺倾囊相授，还用出售
砖雕作品的钱给学徒们发工资，不仅让“魏氏
砖雕”发扬光大，还让于河村的乡亲在家门口
就能挣到钱。

2011年，卜文俊注册成立隆德县魏氏砖
雕有限公司，想要把这门老手艺发扬到全
国。可年纪不饶人，彼时他已年过五旬，文化
程度不高，在打通市场、形成销售链方面力不
从心。

正当卜文俊愁眉不展时，时年 27岁的魏
亚龙效仿父亲辞职回乡，主动担负起继承传
统文化，带领乡亲致富的重任。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年轻的魏
亚龙给这个古村又一次带来了转机。他引进
新技术，将机械制造与手工技艺相结合让砖
雕产量提升。随着民间仿古建筑的兴起，魏
亚龙到全国各地开拓市场，“魏氏砖雕”作为
建筑材料大受欢迎，销量猛增，公司从亏损的
泥沼中走了出来。

让砖雕从屋顶上“下来”戴到人的手上，
对于魏氏砖雕来说，最大的保护和利用来源
于魏亚龙的一个灵感。

近年来，全国各地非遗艺术特色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研究一片向好，魏亚龙于 2021年
确定研发砖雕非遗艺术特色文创产品的
新方向。

魏亚龙聘请全国热爱砖雕的设计师，做
起了砖雕文创产品设计工作，李静就是这个
时候应聘到于河村。

卜文俊花半年时间寻找适合做文创产品

的土壤，经过不断试验，得到不同土壤的最佳
配比，制出泥坯，任李静自由发挥，做出发簪、
手链、项链、摆台等文创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如今，“魏氏砖雕”历代传人在继承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发生思想碰撞，溅出的火
花形成 300 余种新产品，让这门老手艺在创
新中得到发展。

从卜文俊招收外姓学徒开始，“魏氏砖
雕”开始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逐渐形成规
模。近年来又面向社会开展培训授艺以及研
学活动，闻名前来旅游的人也逐年增加，昔日

“封闭”的家族手艺成为家乡致富的新途径。
于河村至今保留着传统民居的结构。三

合院形式，院落坐北朝南，屋顶呈人字形两面
坡，由青瓦铺盖。大门建造以青砖砌墙，黄色
木门嵌之。家家户户屋顶、门口皆有祥禽瑞
兽装饰，尽显砖雕之美。

“魏氏砖雕”五代人匠心传承，在不断
壮大产业的同时，也“砖”雕于河村，让这个
古老的村落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在创新中得
到发展。

砖雕：超越建筑的艺术传承
本报记者 乔素华 见习记者 师 越 实习生 樊 帆

本报讯（见习记者 常宽）“上个月我刚
买了车，下一步准备在彭阳买房落户。”5 月
6 日，在彭阳县就业的甘肃省天水市人于勇杰
说。近年来，彭阳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
构建起煤炭开采洗选与上下游综合配套利
用、农副产品加工、轻工纺织、数字信息 4个
产业链条，为县域经济强筋健骨的同时，“雁
归巢”让就业创业就在“家”门口。

于勇杰就职于广东浩传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彭阳分公司，不满 24岁的他月薪已稳定在

2 万余元。他不是公司里唯一的“新彭阳
人”。来自湖南的贺倩雅是个“彭阳媳妇儿”，
4年前嫁到彭阳时找了一份月薪 2000多元的
工作，在当地已属高工资。今年，贺倩雅应聘
到浩传公司，短短几个月，她的工资已有
4500 元。据该公司负责人王友君介绍，公司
现有稳定就业员工 115 人，员工平均薪资达
7000元以上。

张力是土生土长的彭阳人。在上海工作
10余年后，他回到彭阳进入宁夏苏宁智能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公司不但承担起王洼煤矿
三机一架设备的生产、制造和维修，还把业务
拓展到周边的华亭市、庆阳市等煤炭产区。目
前，该公司达产可修复矿山机械 2万台/套，今
年预计全年完成总产值5000万元。

红梅杏产业是彭阳县重点产业之一。宁
夏微元素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5万吨富
钾富锶复合干果饮品及 2000 吨红梅杏条生
产加工项目不仅能为红梅杏产业兜底还能延
长红梅杏产业链，年带动 100 余人就业。在

轻工纺织领域，由宁夏新恒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 5 万锭棉纱纺织厂建设项目，
概算总投资6亿元，目前3万锭纺纱生产设备安
装完成并正式投入生产，带动就业100余人。

“你们公司一招人，马上通知我们。”张力
说，因为自己的工资比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
学朋友要高，他们也想回乡工作。据彭阳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该县工业园区
现有企业57家，数字产业园区现有企业22家，
可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500余个。

彭阳补强产业链引来“雁归巢”

本报讯（记者 蒲利宏）近日，记者在中
宁县余丁乡民生服务中心办事大厅采访
时，村民丁建银告诉记者，过去办一件事，
要到乡上跑几趟，费时费力。如今，乡民生
服务中心焕然一新、功能齐全，各部门在一
起办公，群众办事非常方便。近年来，余丁
乡通过整合服务资源、优化职能配置、承接
服务事项、规范服务标准、成立志愿服务、
结合社会公益服务购买等改革措施，打造
便民服务“余快办”政务服务品牌，全面落
实群众事项办理“就近办”要求，跑出民生
服务加速度。

今年，余丁乡对便民服务中心大厅进行
“标准化”改造建设，主动承接公安、民政、残

联、社保等 15个部门下放的 139项行政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还推行“县内通办”“乡乡通
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乡镇办理。打破原
有独立开展业务的专窗服务模式，将群众办
理各类事项纳入办理流程，按即办件、承诺
件、代办件三类进行处理，实现了“一事跑多
窗”到“一窗办多事”的转变。截至目前，共办
理便民服务事项560余件。

此外，余丁乡还持续完善优化村级代办
服务机制，推动网上办事向村级延伸，对所
辖 6 个村便民服务代办站统一按照“十个

一”标准打造，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延伸办，实现村级便民服务站全覆盖，45 项
便民服务实现“不出村办理”。对行动不便
群众实行帮办代办制度，截至目前，已组织

“余快办”代办员上门办理残疾人证核实、养
老资格认定等64件。

“余快办”还组建志愿服务队，联合中宁
县助困爱心公益协会，对特困人员、低保对
象、临时救助家庭、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开展
探访建档、资源链接、困难帮扶、社区活动、社
会融入、能力建设等常态化服务。今年以来，

为 100余人办理救助，办理低保 20余人。“余
快办”服务人员积极配合司法所、综治中心及
法律顾问等参与协商议事 60余次，依法调处
矛盾纠纷40余起。

“通过开通便民服务热线，建立热线服务
登记台账，对群众咨询政策、查询便民服务事
项办理进度等第一时间回应、第一时间处
理。”该乡民生服务中心主任杨志利说，针对
群众常办事项，分类制定 17 种便民服务袋，
让群众“一看就懂、一办就成”，打通便民服务

“最后一米”。

“余快办”不出村办理45项便民服务

街头赛事扮靓商圈、
花 式 竞 技 点 燃 运 动 激
情 ……这个“五一”假期，
2024 宁夏体育嘉年华在

银川悠阅城精彩开幕，城市田径、跆拳道、少儿跑酷、青
年电子竞技等比赛亮点纷呈，热力十足。作为我区“体
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开幕之作，2024 宁夏
体育嘉年华将体育赛事从体育场馆迁移到城市商圈，大
力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热点。

一直以来，体育赛事被誉为“体育产业链上的明
珠”，关注度高、带动力强。不论是去年火爆全网的“村
BA”宁夏站赛事，还是前不久引人注目的彭阳县“梯田花
海”自行车挑战赛，都反映出体育赛事在带动文旅产业、
激发经济消费、促进区域发展上的强力促进作用。而此
次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不仅能够
满足百姓对体育赛事的多元需求，激发人们的运动热
情，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在体育比赛中收获健康和快
乐。同时，景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街区有独特的民俗
文化，商圈有多元的消费场景，将赛事活动与这些地方
融为一体，有望实现体育赛事与消费场景的双向赋能，
既能增加赛事活动的烟火气，又能带旺线下消费场所的
人气，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当前，人们对运动健身的需求持续增长，健身空间、
赛事活动也在不断升级，想要景区、商圈等体育赛事新
场景不断为城市发展赋能，还需进一步丰富有效供给，
立足城市特色，因地制宜，挖掘景区、街区、商圈亮点，让
体育赛事与自然景观、文化地标相结合，打造更多亲民、
个性化的体育赛事，培育“体育赛事+”新业态，充分释放
出体育赛事的消费潜力，真正让赛事新场景成为城市发
展的新引擎、新动能。

体育赛事也是发展新引擎
赵 慧

本报讯（记者 马忠）近日，在平罗县司法局姚伏司法所
的帮助下，王某找到了“丢失车辆”。

王某和丈夫在网络平台通过商业贷款购买了一辆厢式
货车，但在 3月上旬，货车突然丢失，二人来到姚伏司法所寻
求帮助。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第一时间
带领王某前往派出所报案查询车辆行驶信息，同时询问王某
是否和其他人存在债务纠纷，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王某的丈夫
表示自己买车的商业贷款有几期尚未按时支付，姚伏派出所
通过核查反馈了车辆行驶信息和商业贷款公司联系方式，终
于在短时间内帮助王某找到了“丢失车辆”。工作人员还向
王某夫妇讲解了逾期还贷的法律责任，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并就此事给予法律建议。

近年来，平罗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突出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主要职能，设置公证、民政、工会、
律所、劳动监察等多个维权帮扶窗口，实现一站式多功能全
方位服务。整合弱势群体、联合调解、访调对接等服务需求，
使多项公共法律服务业务一次性办理。该县率先在全区开
启了“互联网+法律”“人工智能+法律”的服务模式，推广使用

“宁夏公法云”，在全县配置智能法律咨询机器人、智慧普法
与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柜员机、34 台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
机，将县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融合到宁夏公共法律服务网
络平台，在全县各乡镇、村居配备智能化法律顾问，即小律·智
能可视电话自助机183台，为群众提供“足不出户”的高质量法
律服务，让法律服务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有效提升了人民群
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率、首选率、满意率。同时，平罗县推
进“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建设，加快打造新业态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进程，提升工作质效，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奉献力量。

今年以来，平罗县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共受理法
律咨询 4000余人次，解答热线咨询 500余人次，受理法律援
助案件 315 件，调解矛
盾纠纷 499 件，开展法
治宣传 41场次，受益人
数达2万余人。

平罗县公共法律服务
“便民”更“利民”

每年诊治患者上万例，实施手术 1000余例；坚持每个周
末带领妇科团队走进宁夏各医院开展服务；承担专业教学
及临床见习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30余人，博士研究生 8人；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自治区级项目 10余项，发
表SCI及核心期刊论著40余篇……

大家常常把在某一领域能力全面且出众的人称为“六边
形战士”，用这个词来形容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任哈
春芳一点也不为过。30多年来，她在妇产科临床疾病诊治、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默默耕耘、一路生花，用心呵护女
性健康。

5月7日，记者见到哈春芳时，她正操纵着“达芬奇”机器人手
柄，通过计算机系统精确定位，借助腹腔镜手术器械的360 度、
540 度方向旋转，娴熟地为患者实施高难度的微创手术。

哈春芳承担着医院妇产科临床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治
疗工作。当 2021 年宁夏率先将“达芬奇”机器人应用于临床
手术中时，50 多岁的哈春芳积极参与首批培训。“只要能
让手术更精准、更顺利，为患者带来便利，我们就应该积极
主动去学习。”以最大限度解决女性疾苦为目标，多年来哈
春芳对妇科恶性肿瘤等疾病不断学习、研究及改进，带领
科室持续以科研指导临床转化和应用，使得我区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女性的生活质
量得到较大提升。

作为宁夏妇产科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妇产科学科带
头人，哈春芳也把自己“六边形战士”的闯劲、拼劲、韧劲带给
了同事、学生。为提升我区基层医院的服务水平，她带领妇
科团队，坚持每个周末走进基层医院开展帮扶，每年为宁夏
各县级医院培养骨干医师 10名以上。为打造妇科品牌专科
建设，她组织建立我区人才培训网络系统及妇科质控中心，
并联合妇科专家学者对周边医院开展妇科质控。为提升教
学质量，她深耕临床教学工作，积极参与并推进基础医学一
流学科规划与发展，为我区培养了多批具有内镜手术基础操
作技能的住院医师。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担子
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哈春芳说，将会继续带领团队为
妇女健康耕耘，助力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提升中发挥
自己的光与热，
为我区“蓄水”

“育苗”更多妇
科人才。

哈春芳：用心呵护女性健康
本报记者 陈 瑶

5月 8日，银川市河道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清捞典农河河道内的水草。随着气温升高，典农河中的水草进入生长繁殖高发期，大面积生
长的水草不仅会影响河道景观，腐烂的水草还会对水域造成污染、滋生蚊蝇，影响水域生态环境。针对不同水域水草生长态势，银川市
水务部门按照“科学管控、生态治理”的原则提前安排，分河段、分时间对过量生长的水草实施修剪、打捞清理，让河水保持清澈，为市民
创造良好的宜居环境。 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在北宝苑住了 20 年，终
于拿到了房产证。现在银川
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为我
们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实事！”
5 月 7 日，在银川市不动产登
记事务中心兴庆分中心办事
大厅，丁女士拿到盼望已久的
不动产权证书。

丁女士住了 20 年的北宝
苑小区属于康居安置房。小区
于 2001年 6月 28日开工建设，
次年6月竣工，多年来一直因登
记资料不全无法办理房产证。

2019年，在银川市政府相
关部门的配合下，银川市不动
产登记事务中心为北宝苑小
区 完 成 房 屋 首 次 登 记 。
2022 年 4月以来，为贯彻落实
自治区政府“民生实事”安排
部署，北宝苑项目的办证问题
被纳入银川市历史遗留“办证
难”问题。经过多方协调，最
终妥善解决了该小区出让金
及税费缴纳等问题。

丁女士收到的不动产权证书是银川市
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兴庆分中心为北宝苑
小区颁发的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我父亲
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房产证，今天我代他实
现心愿了，真的很激动！”丁女士拿着崭新的
不动产权证书，如获至宝。至此，北宝苑小
区“办证难”问题也终于得到彻底化解。

据悉，为确保北宝苑小区 368户产权人
顺利有序地办理房产登记，银川市不动产登
记事务中心兴庆分中心积极与解放西街街
道办事处及税务部门沟通协调，逐一打通堵
点、难点，对已完税住户采取“不动产登记进
社区”服务集中登记模式，使办证流程更加
快捷高效，让北宝苑小区群众尽快拿到盼望
已久的不动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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