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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只要是对群众的生活造
成影响的问题，只要是群众生
活中的实际需要和诉求，只要
是在工作中不经意给群众造
成的困扰和影响，哪怕问题再
细碎、占比群体再小，都需要
我们用心去走访、真心去了
解、用劲去办理，做到“事事有
回应，件件有着落”。

N 第三只眼
好的营商环境会是什么样？
在固原市泾源县，最近新增落地投

产了 13 家闽籍企业。要说这事本也无
甚奇怪之处，只是细究个中原因，十几
家企业的落户自当少不了当地政府的
种种努力。从政府代办县内审批，到主
动对接、为入园企业办理食品生产许可
证、进出口审批等行政审批，再到加快
提升改造基础设施、争取和申报配套设
施项目……整个县域的优质生态资源
和招商引资政策，成了链接闽宁两省区
的“新桥梁”。如今，13家闽企实际到位
产业协作投资金额达 1.58 亿元，而泾源
县生产的玫瑰花饼、蜂蜜小蛋糕和牛肉
馅饼等糕饼，远销到 2000 多公里外的
厦门，完成了消费帮扶产品销售 1.83 亿
元，谱写出了一曲新时代的“山海情”……

近者悦，远者来，13 家企业的落
户不就是当地优质营商环境的最好证
明吗？

俗话说，“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
兴。”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
权。就像判断一家饭店大厨的手艺如
何要由食客来评价一样，对一个地方而
言，营商环境好坏的最终评价权也在广
大经营主体手中。换句话说，营商环境
越好，经营主体获得感会越强，信心就
会越足，也越能形成磁吸效应，吸引更
多优质企业主动布局，带动一方发展；

反之，企业体验感差，也会形成“口口相
传”的坏名声，不仅已落户的企业待不
住，更难以吸引其他企业入驻。

这也就是所谓的“短期靠项目、中

期靠政策、长期靠环境”。一个地区要
想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占得
先机、赢得主动，就必须做好做足优化
营商环境这篇大文章。不可否认，当下

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上频出新
招，从建设政务大厅，到推行“最多跑一
次”，再到网上“不见面”审批，林林总
总，不一而足，但要想逆袭取胜，关键还
是要注重细节、做好服务。有道是，细
节决定成败。就拿泾源县而言，看似巧
合的出圈，背后却少不了当地政府甘当

“店小二”的精准招商、细心服务。这也
告诉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既
要看到用好这些年持续用力所取得的
成绩和经验，又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创新之举，更要有把企业反映最
强烈的问题作为攻坚突破靶向的勇气
和魄力，如此，才能以务实之举赢得企
业信赖，护航企业留下来、落下来、发展
起来。

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久久为
功，一日不可偏废。营造更优营商环
境，是一项“永不竣工的工程”，只有开
始，没有结束，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拿
出“没有最优只有更优”的责任感，摒弃

“缓一缓、松口气”的心态，攻坚克难、久
久为功，一个个企业便能争先落户，一
片片园区更将蓬勃发展。而这，才是我
们举全区之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的真
正要义。

久久为功，让“近者悦，远者来”
宫炜炜

高考刚刚结束，固原市第二中学高
三毕业生丁瑞就对学校表达了由衷的感
谢。他说：“我家的特殊情况在学校里只
占 1%，学校却给了我 100%的温暖，我是
带着这份温暖走进考场的。”

丁瑞口中的“1%”和“100%”背后是
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丁瑞家在中卫市
中宁县大战场镇元丰村，他的父亲患有
严重的心脏病，母亲也患有重疾。年幼

的丁瑞没有别的办法维持生计，只能从
自己的口中“省”，早上吃个馒头、中午吃
碗面，晚饭尽量不吃。学校知道他的情
况后，很快免除了丁瑞的学杂费，老师和
同学们也主动与他沟通交流，帮助其解
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让丁瑞在班级
里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丁瑞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在固原
市，对这 1%的民生小事，当地态度一直
非常鲜明：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抓
手，将地方财政 85%以上用于民生，尽心
竭力解决好特殊困难群体等“小百分比”
的急难愁盼……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
的民生微实事，抬升着人民群众的幸福
指数向 100%迈进。而纵观我区，近年来
在每一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持
续发力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从解决不
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新增普惠学位、
上线城区停车位，到将更多老旧小区纳
入改造计划、为特殊群体解决就业问题、
为劳动者追讨工资……这些看似柴米油
盐酱醋茶的小事，保障的却是一个家庭

几口人的正常生活，解决的是一个家庭
最关心的大事，温暖的更是困难群体的
人生。

民生无小事，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
“一个都不能少”。由此，不免想到习近平
总书记曾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
丹社区的老年餐厅，向正在用餐的老人
们询问饭菜价格贵不贵、社区服务好不
好、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在新疆乌鲁木
齐市天山区固原巷社区，来到居民阿布来
提·吐尔逊家中，仔细察看客厅、卧室、厨房
等，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这些
细小之处折射出的民生情怀，令人叹服，
也充分彰显出，民生之重就体现在“小”
和“细”之中。在共享发展的道路上，1%
的微小之处，事关民心，关乎大局，不解
决不行，更等不得、慢不得，付出再多也
值得。

从 1%到 100%，看似跨度很大，但要
想跨越也并非不行，关键就藏在那些“跳
一跳就够得到”的民生问题上。只要是
对群众的生活造成影响的问题，只要是

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和诉求，只要是
在工作中不经意给群众造成的困扰，哪
怕问题再细碎、占比群体再小，都需要我
们用心去走访、真心去了解、用劲去办
理，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让
群众可以从为民务实的作风中，增强信
心，坚定决心，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获得
感，沉淀下来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感。

民生是坐标，民意是镜子。民生实
事办得实不实、敷衍塞责还是脚踏实地、
嘴上说说还是真心实意？群众是最客观
的评判者。唯有让“民生”跟着“民声”
走，竭尽全力解决好“小百分比”的急难
愁盼，在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上，找准切口、系统谋划、统筹推进，通过
点滴微服务，办好惠民暖心事，才能汇聚
成群众可感的美好生活，凝聚起无往而
不胜的磅礴伟力。

用心体悟“1%”里的民生冷暖
尉迟天琪

时值盛夏，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
司在银川市全面开展供热设备“冬病
夏治”工作，为今冬供暖质量再“加
码”。据悉，该公司已连续5年对银川
城区20年以上老旧小区开展夏季检修
技改等工作，逐年提升供热质量。

民生无小事，冷暖见担当。每逢
供暖期，总有各种问题集中涌现出
来，供暖服务热线也响个不停：有出
现爆管紧急抢修的，有集中连片暖气
不热报修设备的，还有工期未完加紧
施工的……这个时候，总是让人难以
平静，更想追问：亡羊补牢的事儿为
什么不能少一些？就不能早点发现
隐患、解决问题？！两相比较，国能宁
夏供热有限公司早做打算、打好提前

量的做法，看起来事儿不大，也是职
责归属、分内工作，却能把关乎百姓
冷暖的民生之事谋在先、干在前，并
坚持下来，单这一点，就值得称道。

俗语道，早起三光、迟起三慌。
其实，许多工作都需要我们自我加
压，打好提前量，让完成的时间提前
一点、质量提高一些。毕竟，“亡羊”
可以“补牢”，但难免造成损失、形成
被动，也永远比不上谋事在先管用。
所以，为了工作开展从容有序，就须
主动预想、提前筹划、科学安排，如
此，才能确保工作更加从容、事情顺
利处理，也才能避免一下大雨就“看
海”、寒冬时节盼“暖流”的类似情景
一再上演。

多打“冬病夏治”的提前量
孙莉华

今年，银川市社保中心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精简参保登记表，实
现企业“无纸化”参保新模式。

从以往的排队领表，到如今的数
据跑腿，“无纸化”办公既能减少一次
性办公用品消耗，符合当下绿色、低
碳、环保的社会风尚，又能节约时间、
人力、交通等综合成本，给企业、群众
带来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可
谓一举多得。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
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

“无纸化”办公模式早已深入各个角
落，在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多得的作用，也让

企业和群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不过，“看起来很美”的“无纸化”

办公，也有让人诟病的一面。比如，
有的地方在推行“无纸化”过程中，或
忽视群众需求，将不会电子申报的群
众拒之门外；或忽视协同发力，不同单
位系统不兼容、不互通，对办事群众来
说十分不友好……其实，不管“无纸
化”还是纸质化，都只是政务服务的一
个方面，都应以方便群众办事为根本
目的。只有多多考虑群众需求，多些
精细化、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让纸
质版和电子版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才能真正提升工作质量和服务品质。

无纸化不能忽视人性化
沈 琪

近日，宁夏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正
式挂牌成立，首批开设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智能交通技术5个专业。

市场需求永远是最好的“风向
标”。我们总说“就业难”，就业何以
难？一方面，是当下传统行业人才众
多，就业通道“拥挤不堪”；另一方面，
则是新兴行业缺口大，相关从业者常
常被“一秒抢购”，说到底，这就是供
需错位导致。从这个角度看，宁夏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着眼新能源汽车消
费快速增长的现实，开设新能源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等专业，既适应了市
场需求，更利于学生就业，可谓抓住

了“要害”，值得点赞，亦值得深思。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

赢。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
紧密联系，是对接岗位需求和促进就
业最为紧密的教育。在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
社会各方对职业教育向“新”而行的
呼声越来越高。为此，我们当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
化升级方向、紧盯就业市场需求，持
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供给结构，努力
推动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现代产业
发展需求高度匹配，才能实现高质量
产业发展和高质量就业的良性循环，
让职业教育越办越好、经济发展步伐
越走越稳。

职业教育也要向“新”而行
虎 权

漫画漫画 李雪李雪

穿过林荫道，路过“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石碑，恢宏大
气的中式园林建筑映入眼帘。青年
们又来到宁夏志辉源石酒庄。进入
院内，石墙、石砖、石瓦、石板路等越
来越多的“石”元素让代表团成员眼
前一亮。

志辉源石酒庄位于宁夏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产区，最适宜的纬度、充
足的光照、从贺兰山上冲刷下来沉
积而成的土壤和从黄河引灌而来的
水源，让这里孕育出数家知名葡萄
酒庄，而志辉源石酒庄就是其中极
具特色的一家。

现在的“花园酒庄”，十几年前
还是一片废弃的采砂场矿坑。借着
自治区发展葡萄酒产业的东风，
1998年至 2008年，志辉源石酒庄庄
主袁辉花 10年时间进行平整修复，
于 2008年在废弃采砂场上动工建设
志辉源石酒庄。建设时，他们“就地

取材”，从地上建筑到地下酒窖均用
贺兰山废弃石料垒成，其主打葡萄
酒品牌也被命名为“山系列”和“石
黛系列”。“很难将眼前这样古朴典
雅的建筑和矿山砂石联系起来。”安
喜乐说。

青年们还来到地下酒窖，了解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风土和
气候特点，以及葡萄酒的品种、颜
色、香气等等。“据我了解，每年都
会有 1 亿多瓶宁夏葡萄酒走向世
界。”安喜乐告诉记者，这里不仅带
来了经济收入，还给人们带来了绿
色希望。

从黄沙漫漫到生机盎然，贺兰
山东麓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道路。贺兰山下的生态之变，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产业发展与生
态环保“双赢”的实践。安喜乐表
示，在这里，他们看到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完美诠释。

宁夏葡萄酒让我看到了绿色希望

外国青年在闽宁新貌展示中心参观。

外国青年游览途中合影。

走进闽宁镇、白芨滩和葡萄酒庄——

三 位 外 国 青 年 眼 中 的 宁 夏
本报见习记者 贺紫瑞 何婉蓉 文/图

又是初夏好时节，塞上江南展新颜。
近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主办的“全球

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中国行活动来到宁夏站，
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古巴等13个国家的
青年，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
化”主题，走进闽宁镇、化工基地、葡萄酒庄，近
距离接触贺兰山、黄河和沙漠，了解宁夏发展特
色产业、推动生态治理等经验做法和成效，以青
年眼光观察和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
项伟大的工程！”……当青年们走进宁
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到
眼前的景色时，纷纷拿出手机录像、
拍照。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沙漠。在我的
印象里，沙漠就是一片光秃秃的沙地。
在这里，我没有想到会有绿油油的植
被，真让我感到惊讶。”来自马来西亚的
苏仪芳感慨。

白芨滩保护区位于毛乌素沙地西
南边缘、银川河东灵武市引黄灌区东部
荒漠区域，这里曾经风沙肆虐，是宁夏
引黄灌区与沙漠“抗争”的前沿。

“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沙漠化
治理，毫无疑问，宁夏人民积极防沙治
沙，实现了沙漠变绿洲的绿色奇迹，宁
夏治沙的经验与技术值得所有人学
习。”来自斯里兰卡的安喜乐告诉记者。

在白芨滩，经过三代人70多年的努
力，共累计治沙造林 68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林草
覆盖率达 41%，有效遏制了毛乌素沙地的南移和西扩，
在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构筑起一道南北长约 60公里、
东西宽 20公里到 30公里的“绿色长城”，保护了黄河、
银川河东地区的生态安全。

与安喜乐不同，苏仪芳对全球气候变化关注更多。
听完讲解员介绍后，苏仪芳告诉记者，她除了惊讶于眼
前的景象，更多的是对白芨滩治沙人的敬佩。“现在大家
都在谈论气候变暖，谈可持续发展，我觉得持续做这种

绿化工作，特别是在沙漠这种地方，这
种努力是值得被肯定的。”苏仪芳说。

为了更好体验防沙治沙工作，青
年们还在白芨滩栽下了一棵棵

松树苗。“栽树的过程
虽然累，但是很开心，
在这里我看到了宁夏
人民积极防沙治沙，把

‘沙漠变成绿洲’的绿
色奇迹，令人敬佩。”来
自俄罗斯的梅丽莎说。

离开白芨滩的时
候，回首望去，白芨滩
像一条绵延的绿色丝
带，柠条、沙柳、猫头
刺点缀其中，树木随
风摇曳……

宁
夏
治
沙
成
果
让
我
感
到
惊
讶

道路干净整洁，阳光透过绿树投下斑驳的光影，
红瓦白柱的古朴建筑点缀在道路两旁，构成了一幅宁
静美好的乡村小镇画卷。

这里就是永宁县闽宁镇。走进闽宁新貌展示中
心，参观了情系闽宁、东西协作、全面脱贫、乡村振兴、
殷殷关切五个篇章的展区，了解闽宁镇 27年从“干沙
滩”到“金沙滩”的历史性巨变。

“没想到”是青年们说得最多的话。
在西海固展区，梅丽莎听到讲解员说“什么叫

穷？”她愣了一下，而后继续听到“锅里没粮，锅底没
柴，缸里没水，身上没衣，这是西海固人 20世纪后半
叶真实的生活写照”。“我们来的时候看到这里的人们
现在的生活很美好，真没想到他们以前生活这么艰
苦。”梅丽莎边参观边感慨。

1996 年，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省与地处西北之
塬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起对口协作关系，中国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由此打开；1997年，启动一
项根本性工程——“移民吊庄”，让生活在“一方水土
养活不了一方人”的西海固群众搬迁到“闽宁村”，
1998 年、1999 年……时光轴上，闽宁新旧貌极速转
换，梅丽莎久久驻足。

与此同时，一组数据也格外醒目：如今闽宁镇种
植酿酒葡萄 8万亩，葡萄酒年产量 2.6万吨；蔬菜水果
产值达 8004万元；肉牛存栏量达 2.5万头，羊存栏量
达11.3万只。

“从没想过一个地方能实现这样快速的发
展，这应该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梅
丽莎说。

从没想过一个地方能实现这样快速的发展

马
来
西
亚
青
年
苏
仪
芳

俄罗斯青年梅丽莎

斯里兰卡青年安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