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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尚陵彬）本月起，新修订
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审查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作出的首部省级
地方性法规，为进一步规范宁夏地方各级人
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提供了坚实法治保
障，也为全国其他省份制定或者修改备案审
查的相关法规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的制度
经验。

备案审查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常委
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即对规范性文件中的合
宪性、合法性、适当性等问题开展审查研究，

对存在不符合宪法法律规定、明显不适当等
问题的，督促制定机关予以改正，确保党中
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
法治统一。

2023年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明
确宁夏等 4个省份在全国开展完善和加强备
案审查制度探索创新工作试点。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利用“小省区”的独特优势，全力以
赴推进试点工作。

2024年 3月 26日，自治区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修订通过《宁夏回族自治
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
条例》。这是该法规出台后的第二次修订，

此次修订将原条例的 20条扩充至 54条，将
多年来备案审查的宝贵实践做法和经验
总结升华为制度规定，凸显了鲜明的地方
特色。

根据党中央对备案审查工作提出的有
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总要求，本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修改条例，明确了规范性
文件的定义，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制定的涉及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具有普
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明确报送
备案的时限、方式，丰富备案审查方式，同时

细化审查标准，并对规范性文件存在不合
法、不适当的情形分别作出具体规定，进一
步增强了审查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此次修订的另一大特色，是优化了纠错
程序。条例中明确规定，当审查发现规范性
文件存在需要纠正的问题时，审查工作机构
可与制定机关积极沟通，促使其主动修改或
废止不当内容。同时，条例还规定规范性文
件被纠正或者撤销后，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
相同问题的，制定机关应当主动及时修改或
者废止。这一纠错机制确保了规范性文件
的合法性和规范性，维护了法制统一和权
威，为宁夏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宁夏出台地方性法规让“红头文件”不再任性 本报讯（记者 马忠）日前，自治区司法厅、工商联联合
发布深化民营企业纠纷调解工作 8条措施，充分发挥调解在
民营企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据介绍，8条措施具体涉及健全民营企业纠纷调解组织
网络、选优配强民营企业纠纷调解员、组织开展民营企业纠
纷排查预警、强化民营企业纠纷调解联调联动、推动民营企
业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加强民营企业纠纷调解规范化建设、
强化民营企业纠纷调解工作指导、深化民营企业纠纷调解宣
传引导。

按照要求，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工商联要加强联动、相
互配合，积极指导推动民营企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派
驻调解工作室。对企业深化改革和治理整顿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应及时进行研究，针对职工思想动向、存在的共
性问题及产生矛盾的规律提出指导意见，全面做好预防纠
纷和防止矛盾激化工作。统筹推进民营企业人民调解工作
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建立民营企业纠纷调解联席会议机
制，加强对民营企业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协调，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
实现“事心双调”。

同时，要求充分发挥商会人民调解在企业纠纷化解中的
独特优势，及时导入已有的访调、诉调、警调等协调联动机
制，凝聚矛盾纠纷化解合力，防止矛盾纠纷激化上行。充分
关注当事人的实际需求和心理诉求，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实际
问题。要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等方式，促进当事人平
等协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既要解决诉求，又要解开心结，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防止因调解不及时、不到位引发“民转
刑”“刑转命”等案（事）件的发生。

宁 夏 8 条 措 施 深 化
民营企业纠纷调解工作

本报讯（记者 高菲）5月 12日，2024年全区职业教育活
动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周的主题为“一技在手 一生无忧”，全区将有
序开放企业、校园、院所、赛场，组织广大师生开展技术技能
展演、技能普及培训、技能公益服务等活动。职业院校将邀
请劳模工匠、塞上技能大师、技术拔尖人才进校园，开展“云
上活动周”“线上逛校园”“网上开放日”等活动。活动周期
间，围绕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业院校还将
有序开放“中小学劳动和职业体验基地”和校内学生实习实
训基地，联合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
验、职业规划等活动，激发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术技
能的良好氛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找到最符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对于民
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青年企业家陈廷，以独到的眼光，为宁
夏宝廷新能源有限公司铺开了一条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这
个公司的“大本营”，陈廷敏锐地抓住了

“碳”这个关键词。
立足于能源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陈

廷又把氢能摆在重要位置。“碳”寻未来、
“氢”装上阵，让宝廷新能源的产业链条
顺畅延伸。

2016年，陈廷创办宁夏宝廷新能源有
限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投资 23亿元建
成煤焦油及低碳烷烃循环利用项目。这
是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项目。“从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的蓬勃发展，看到了宁夏丰富的
煤、气资源和产业扶持政策，看到了民营
企业发展能源化工事业的机遇和潜力。”
陈廷介绍。

“核心技术”的引进，让宝廷新能源拥
有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优势，从企业创建之
初就具备“后发优势”。“引进国际先进的美
国UOP生产工艺技术，装置能量互补、内部
平衡，不仅能循环利用、吃干榨尽、变废为
宝，还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循环经济和
产业链延伸。”5月 11日，陈廷告诉记者，目
前已建成全国首套低碳烷烃循环利用联合
装置，即 4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装置、60万
吨/年精制煤焦油改质装置。

该项目的“精妙”之处在于，以煤化工
副产品为原料，产生纯度高达 99.999%的高
品质氢气，延伸发展新材料和氢能综合开
发利用。

随着项目的建成投产，多个“率先”“第
一”“首家”书写在宝廷新能源的荣誉墙上。

2021年 3月，宁夏宝廷新能源建成西
北首座加氢站，率先拥有宁夏第一辆氢能
大巴、重卡、轻卡等氢能汽车，并成为宁夏
首家向周边精细化工企业供应氢气的单
位，实现氢气的生产、储存、充装、运输的一体化运行模式，迈
出宁夏探索利用氢能的重要一步。

加氢站投产后，宝廷新能源发挥氢能产业优势，持续在
管网输氢、车辆用氢等氢能应用领域探索新的成果，延伸产
业链。

宝廷新能源的氢能是生产线上的副产品。经测算，用宝
廷的副产氢替代煤制氢，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30万
吨。一棵 50年的树，一年吸收二氧化碳 1.37吨，宝廷氢能一
年替代减排二氧化碳的总量相当于种植 22万棵这样的树。
宝廷氢能的探索应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今年以来，陈廷又瞄准新材料领域，拟采用世界先进、成
熟、可靠的工艺生产技术，分批次建设粗苯加氢、己二酸项
目，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建设尼龙 66项目，聚力发展高端
材料产业。

近年来，陈廷获得 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2年自
治区五一劳动奖章、2023年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东头雁”
等诸多殊荣，带领企业获得 2021年中华总工会“工人先锋
号”、2020年度工业增长突出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宝廷将聚力发展高端新材料产业，大力发展循环利用
项目，积极探索氢能源的应用场景，创新引领培育新质生产
力，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样本。”陈
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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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固原市原州区在河川乡寨洼
村黄土塬牡丹山庄举办第五届牡丹花文化
旅游节。各色牡丹花竞相盛开，散发出沁人
心脾的香气。康沟村 67岁村民苏玉禄来到
山庄帮忙打扫卫生，闲暇时坐在长满草的坎
上，看着柏油路上车来车往，游客在花前树
下玩耍，心里甜滋滋的。

“山上变化真大呀。”丝丝笑意从苏玉禄
眼眸荡漾开来，“现在山上被草木覆盖了，到
处绿油油。”他这样描述变化。

原州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二十余载，
换来林草总面积 218.69 万亩，占国土总面
积的 53%以上，林地面积由 33.3 万亩增加
到现在的 123 万亩，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 91%。

2014年，福建客商林锦云相中原州区
良好的生态环境，投资复垦河川乡移民迁
出区，建设油用、观赏牡丹基地 1.8 万亩，
打造集农业种植、休闲观光、民俗体验、研
学体验等于一体的休闲农业示范园。采取

“龙头企业+基地+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
运营模式，带动当地群众 200多人在家门口
务工就业，年人均收入 2万元左右。

“利用 5年，开发种植木本油料 10万亩，
带动当地及周边 500户农民种植、3000多人
就业。”林锦云谋划着，与周边村民建立结对
帮扶关系，让万亩牡丹在黄土高原绽放成

“富民”之花。
苏玉禄现在最看好牡丹山庄的发展和

乡村旅游这些特优产业。春季山花一山山
开、初夏牡丹一树树开，游客一波接一波，村
民摆摊出售蜂蜜、胡麻油等农产品，老年人
到山庄打扫卫生，月月有收入。

原州区一直在探寻山绿与民富共赢

路径，近 5 年累计投资 2.3 亿元，实施退化
林分改造 51.6 万亩，带动当地 1.8 万人就
近务工，务工收入 5600 万元以上；连续 4
年开展“百村万户”绿化行动，开展房前屋
后庭院造林，在清水河河谷川道区种植枸
杞，在东部丘陵区发展红梅杏、苹果、早酥
梨等经果林，特色产业种植年直接产出效
益 1亿元。

“推广普及林上有果、林下有药、花间有
蜂、药后有鸡的立体复合式林下经济新模
式，全年林下经济综合产值 1.1亿元。”原州
区依托生态资源禀赋，把国土绿化与美丽乡
村建设相结合，打造全国避暑养生基地，推
进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建成一批全国全区乡

村旅游村、乡村旅游示范点。产业兴旺与生
态宜居相得益彰。2023年，原州区旅游综合
收入 18亿元，同比增长 43%；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6309元，增长 10%；脱贫人口人均纯
收入15178元，增长16.55%。

如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初见成
效，苏玉禄家的门前屋后成了风景区，条条
高标准农田如同玉带沿山盘绕，红花绿树
镶边点缀。在他眼中，黄土塬上盛开的牡
丹花成了景观。

“家里种了 20亩玉米，养了 7头牛、25只
羊。忙完家里，就和老伴到山庄打零工，各
项收入加起来，一年进账五六万元。”苏玉禄
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很满意。

黄土塬上盛开牡丹花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本报讯（记者 陶涛）近日，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厅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
织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百瑞源枸杞股份有
限公司2家入选中国质量奖企业和港中旅（宁
夏）沙坡头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宁夏农垦酒业
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赴上海参加2024年“中
国品牌日”活动，推介宁夏企业的先进产品、
先进质量管理模式，通过视频和实物，现场展
现企业品牌，向世界传递宁夏品牌魅力。

近年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发挥质量强
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联合各成
员单位大力加强品牌建设政策支持、培育和
保护工作，构建宁夏品牌发展体系，完善宁
夏品牌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宣传保护，打造
一批优势品牌精品，推动品牌向高端化发
展。我区将“质量品牌建设工程”纳入《质量

强区建设纲要》“七大工程”之一，开展品牌
孵化、品牌推介、品牌保护等工作。组织企
业开展对标提升行动，突出关键性能指标，
加强质量创新。鼓励企业积极加强品牌建
设，2家企业入选中国质量奖，在各行业树立
了质量标杆，有效提升了质量品牌影响力。

根据宁夏关于推进品牌建设高质量发
展的行动方案，我区按照“梯次培育、系统提
升”原则，发挥高端品牌引领作用，锻造了一
批优势明显的品牌精品，宁夏“老字号”、宁

夏优品、宁夏特色品牌等品牌价值不断提
升。以国际先进标准、行业领先标准为引
领，完善提升宁夏品牌标准体系，围绕新质
生产力、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六新
六特六优”产业等重点领域，支持企业主导
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及国家标准，引导企业采
用先进标准，鼓励企业牵头制定团体标准，
一体推进技术、质量、品牌管理创新，推动品
牌向高端化发展。实施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着力打造优势服务业品牌。

截至目前，通过开展专利、商标、地理标
志等专项保护行动，我区地理标志产品用标
企业 123家，地理标志商标用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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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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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强化品牌培育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8家质量品牌企业亮相“中国品牌日”活动

5 月 11 日，2024 中国品牌博览会迎来
公众开放日。绵绵细雨丝毫未能阻挡观展
热情，上午 10 时许，宁夏展区内已是人头
攒动。

本次展会上，银川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携旗下国际会展中心、军博园、鸣翠湖等各
子（分）公司参展，西夏陵、贺兰山岩画等我
区知名旅游目的地品牌亮相上海世博展览
馆，惊艳黄浦江畔。“银川文旅集团参加此
次品牌博览会，就是希望借助这一国家级
展会平台，全面展示银川文化旅游资源，推

动宁夏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让更多游客
对‘宁夏二十一景’充满期待，来大美银川
感受塞上独特风光。”该集团副总经理赵学
萍表示。

“你来看看人家宁夏这个产品，包装很
有特点。”来自广西的参展客商招呼同伴，在
刘三朵八宝茶展示台前认真研究起一款八
宝茶便携纸杯。这是一款新中式八宝茶饮
杯，它将便携式奶茶杯与传统八宝茶相结
合，杯盖采用盖碗盖子的造型，杯身采用套
图设计，旋转之间，采茶、晾晒、炒枣、抓茶等

画面次第显现。沸水冲泡下去，茶在杯中氤
氲，画在指尖轮转，妙趣横生。“设计的初衷
是想让大家能够更加便捷地随时随地畅饮
八宝茶，同时也更直观地了解宁夏非遗项目
刘三朵八宝茶，主打非遗文化与现代养生的
碰撞。”宁夏刘三朵八宝茶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薇介绍，刘三朵八宝茶被列为第六批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前已发
展实体店近 40家，产品远销北京、上海、西
安、甘肃、内蒙古等地。

两位来自北京的经销商被宁夏贺东庄
园销售总监李美佳热情挽留：“两位请留
步，咱们坐下来聊聊宁夏的葡萄酒。”畅聊半
小时，客商起身告辞，李美佳满面春风相
送。“我在推介葡萄酒的同时，还强烈向他们
推荐宁夏枸杞。明天会有专人跟我对接。”
李美佳对洽谈成果十分满意，“应该是一笔
数额可观的订单。”真诚是“必杀技”，而过硬
的产品品质才是李美佳最大的底气。

2024中国品牌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宁夏展区“火”了
本报记者 杨晓秋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马越）“公司提前两个
月完成的沙湖至多晶硅 220千伏线路工
程，截至目前已稳定投入运行一周时间。
该工程将为东方希望宁夏晶体新能源项
目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5月 12日，
宁夏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沙湖至多晶硅 220千伏线路工程是
石嘴山重点电力保供项目，投资近 3 亿
元，新建杆塔 190基，同塔双回路架设线
路 60.926 公里，由宁夏送变电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工程于 2023年 3月 16日开工
建设，9月 19日完成全部基础施工，9月
26日完成铁塔组立，10月 27日完成导地
线架设全线贯通。

据悉，该工程工期跨越春、夏、秋三季，
线路涉及多处高风险跨越作业：跨越在建
和在运铁路各 1次，跨越在运高速公路 3
次，跨越在建高速公路1次，跨越国、省道和
一般公路 41次，跨越 220千伏及以下线路
和通信线 105次，钻越 220千伏线路 5次。
宁夏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项目部迎难
而上，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建设任务。

据了解，该工程进一步提高了石嘴山
电网供电能力和可靠性，进一步带动区域
新能源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发挥宁夏
光伏产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聚集效应，对
于推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沙湖至多晶硅220千伏线路工程投运

→沙湖至多晶硅220千伏线路工程。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八宝茶冲泡技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