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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四组曾经有人不幸患上重大疾病，医疗费高
达数十万元。然而幸运的是，医疗保险报销了 90%，极大
地减轻了群众看病的经济负担。”6月 14日，西吉县将台堡
镇明荣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说起医疗保障感慨不已。

曾经的明荣村，“病倒一人，拖垮一家”一度成为致富
路上的“拦路虎”。“一旦家中有人生病，医疗费用往往会导
致整个家庭陷入贫困，村民们对看病望而却步，甚至不敢
就医。”王福荣回忆。

“看病难”“看病贵”等困扰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难题，
随着各种医疗保障政策的实施迎刃而解。

明荣村村民杨宗刚曾患肺炎，总共花费了 11万余元，
医保报销 65%，个人仅花费 3.9万元。72岁的谢淑英，曾意
外患上腰椎管狭窄症，加上患有高血压，经济重担一下子
压在了这户人家肩上。好在她交了医保，看病累计花费 10

万元，医保报销了78%，个人仅承担2.2万元。
“看病报销比例高，再也不怕生病没钱治了。”明荣村

村民深切体会到医疗保险制度带来的实实在在好处。现
在，村民仅缴纳 380多元，就能保障全年的医疗需求，解决
了群众谋发展的后顾之忧。

“没有医疗保险之前，购买一盒感冒药或胃药需要十
几元，现在只需几元就能买到，村民真正享受到福利政策
的实惠。”王福荣说，医保制度保障村民的健康，激发乡村
振兴内生动力。

“以前咱们村没什么产业。”王福荣说，2017年之后，在
产业政策支持下，依托独特的气候环境和地域优势，引导
村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务工产业，将生产出来的蔬菜
销往西安、郑州、广州等地。

“种植基地建起来后，村民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家家户户购买小轿车，2023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万多元。”王福荣说，收入不断增加让群众不仅有“面
子”更有“里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
上交”。

柏油路通到家门口、用上自来水、住上宽敞明亮的砖
瓦房……如今的明荣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2023年，西吉县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 2.93亿元，惠
及救助对象 8.64万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人均每月
提高 15元，惠及群众 4.26万人，医疗保险应保尽保。截至
目前，该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4%，婴儿死亡率、五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在 3.58‰、5.27‰以内，群众基层
就诊率达 64.1%，群众县域就诊率达 93.1%，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对话对话

记者：下一步，西吉县在坚持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县、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
范县方面有什么新的发展思路？

固原市委副书记、西吉县委书记白学贵：
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对新征程上进一
步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工作、
有形有感有效加快示范区建设作出了全面部
署。西吉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
决策部署及区市党委工作要求，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
全县各项工作的主线，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
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加快建设农业强县、创建
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西吉县力争做好三篇文章，让明天更美
好。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特色产业转
型升级；传承红色基因，加快建设红色文化旅
游示范县；发扬优良传统，加快建设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县。

聚焦自治区“六特六新六优”产业，巩固
提升肉牛、马铃薯、冷凉蔬菜、杂粮（油料）四
大产业集群，结合实际发展菌菇产业，大力发
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足做好“土、特、产”文
章，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加快实施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肉牛）项目、“五好两宜”
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稳步发展农产品冷
链集配中心，推动冷链物流与农产品加工、商
贸流通融合发展，让“西吉好东西”出村进城、
走出宁夏。

抢抓固原市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生态
文旅特色市机遇，立足长征胜利会师地、新时
代长征路出发地，把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
念园、单家集夜话纪念馆等红色资源与火石
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中国最美休闲乡村龙
王坝、特色旅游示范村新营甘井等县域内的
特色旅游点联通起来、宣传出去，让“西部福
地·吉祥如意”文旅品牌逐步叫响、扩大影响。

大力发扬民族团结优良传统，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旗帜鲜明讲
政治、理直气壮做工作，给群众讲清政策、讲
明形势、讲透道理，把党的领导、政策指导、教育引导、心理
疏导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过程各方面，加快建
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县，让“一起生活兄弟合
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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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在彭阳县乔家渠毛泽东长征宿营地旧
址，游客正在参观一孔孔窑洞。“1935年 10月，毛主席住
进了乔生魁家，乔生魁与侄子乔峰元两家腾出窑洞让红
军居住。”这段历史，城阳乡长城村村委会主任乔建设娓
娓道来。这段红色历史，不断激励乔家渠村民团结
奋进。

“过去村里都是土路，一刮风黄沙漫天。”乔建设从
小在村子长大，经历了这些年村子变化。2008年以来，
村子开始铺设硬化路，2023年彭阳县修建旅游环线，将
硬化路改建成柏油马路。“路通了，外面的人也都愿意来
旅游了。”乔建设说，乔家渠毛泽东长征宿营地已成为集
乡村民俗与红色经典为一体的红色旅游基地。

“以前，村上的人家都住在窑洞里。”乔建设指了指村
子两侧成排的窑洞说，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大家新建砖瓦
房，纷纷从窑洞里搬了出来。近年来，随着推介宣传力度
加大和旅游升温，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有很多游客慕名前
来参观。“今年‘五一’假期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乔建
设说。

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

游客瞻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

游客在六盘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游客行走在六盘山红军小道上。

幸福乡村，有“面子”更有“里子”

接续奋斗接续奋斗，，走好新的长征路走好新的长征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剡文鑫剡文鑫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师师 越越 实习生实习生 王王 雷雷 文文//图图

“长征路上，中央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中奋勇前行，翻
越人迹罕至的雪山，穿过渺无人烟的草地，一路斩关夺隘，
途中进行了 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几乎每天都有 1次遭
遇战，每公里就有 3人牺牲……最终实现胜利会师。”6月
13日，在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白雪
用微党课向参观者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

“长征中，中央红军纵横 11个省，先后跨越近百条江
河，征服约 40座高山险峰，其中有 20余座海拔 4000米以

上的皑皑雪山。”一堂 15分钟的微党课，融现场演讲、镜头
语言、互动交流于一体，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展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2018年，西吉县挖掘整理出“回汉
兄弟亲如一家”“单家集夜话”“毛主席在固原的五天四夜”“红
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等红色故事，制作《走好新的长征路》等
微党课，把红色史料作为教材，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

“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

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启迪我
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西吉县将台堡镇党委书记刘学
森说，通过重温历史，更加坚定为人民谋福祉的信念宗旨。

“通过实施西吉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将台堡红军长征
会师纪念园项目建设，不断擦亮红色品牌，进一步弘扬长
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西吉县文化
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打造“可移动、可阅读的长
征”，更好地呈现红军在六盘山传承下来的精神。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
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6月 14日，走在六盘山红军小道上，18岁
的游客武家琪情不自禁吟诵起《清平乐·六盘山》。

“每走一次红军小道，都能感受到永不言败、勇往直
前的力量，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人生的思考。”
高考结束后，武家琪再次来到六盘山攀登红军小道，在徒
步中了解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长征之路不仅仅是一条用脚步和热血行走出来的道
路，更是一种凝固的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儿女的心灵深
处，成为屹立不倒的一座丰碑。为了让前来的游客重温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六盘山修建的 2.5公里红军小
道，以微缩景观再现了红军长征“出发于都河”“血战湘
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奠基大西北”等 18处重大
事件场景。

沿着红军小道，一路攀登来到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
广场，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高 12米、长 60米的红旗影壁墙，
由 3面红军军旗构成，“长征精神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
生辉。拾级而上，台阶的尽头就是六盘山红军长征纪
念馆。

走进红军长征纪念馆，就走进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
教育的课堂。纪念馆用 400余幅珍贵照片、220件文物、

30多件艺术品、场景复原以及丰富多样的现代化电子多
媒体展示、专业生动的讲解，详尽介绍了长征历史，让每
一位参观者重温那段伟大岁月。

“通过走红军小道，参观红军长征纪念馆，我真正感
悟到红军长征的伟大与艰辛，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
一定要继承发扬长征精神，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武家琪说。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
1935年，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岁月
如梭，当年战争的伤痕已被青山绿水掩映，被打造成了红
色旅游景区，成为人们缅怀革命先辈、弘扬长征精神、赓
续红色血脉的革命圣地。

一堂微党课，坚定为民信念

一条红军小道，锤炼不屈意志

一孔窑洞，感受生活变化

“一位银川的朋友邀请我去介绍‘红军寨’是如何弘扬
与传承红军长征精神的。”6月 15日，45岁的谢宏义从银川
市返回西吉县，讲起家乡的这段红色历史，话语中充满了
自豪。

“我从小就在毛家沟放牛，原本想着要把本地牛羊肉
包装好发到南方。”在外地做生意的谢宏义赚到了钱，思
考着如何利用家乡特产优势，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增收。
由于受限于当时物流运输，始终无法将特产大规模推广

至全国。
2016年，谢宏义决定从浙江义乌回到西吉老家，用勤

劳的双手带动当地村民们走向小康，将目光瞄准家乡特有
的红色旅游资源上。

为了利用好将台堡的红色资源，谢宏义在毛家沟村打
造了一个名为“红军寨”的研学基地，让游客能再走一段长
征路，再吃吃“长征饭”，感受领悟长征精神。“整个‘红军寨
’基地占地 1200多亩，共有员工 22人，都是当地村民。还

打算延伸产业链，利用当地马铃薯产业优势，建设粉坊，让
更多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谢宏义说。

如今，每年来“红军寨”开展党建、团建和研学。“基地
自建立至今，已累计接待超过 10万人。2023年，该基地接
待了 3万余名游客；今年上半年，已接待 2万余名游客。”谢
宏义计划不断丰富基地的文化内涵，利用基地的资源优势
弘扬和传播红色文化，让更多的游客在忆苦思甜中感悟长
征精神。

一个红军寨，走出研学路

2016年7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第一站就来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向革命烈

士敬献花篮。总书记深情地说，这次专程来，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伟大的长征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总书记发出“走好新的长征路”的伟大号召，为各族干部群众注入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2020年，宁夏

80.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9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随着西吉县脱贫出列，曾经“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历史

性告别绝对贫困。如今的宁夏西海固，正依靠发展种植养殖业、旅游业等昂首阔步行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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