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矮株一簇、绿绸一处、红果一树。宁夏枸
杞虽貌不惊人，名气却享誉中外。

早在明朝，现宁夏中宁县一带就有了栽
培枸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沉淀，枸杞树扎
根愈深、结果愈硕、传播愈广。

时至今日，在中国，枸杞种植遍地开花，
然宁夏枸杞依旧独领风骚，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载明唯一可以入药的枸杞品种。

小小红果何以“红”贯古今？宁夏枸杞
究竟“妙”在何处？如何让一颗枸杞“七十
二变”？

红果寻根，揭身世之谜，探未来之路。

寻来路：杞中珍品，道地在宁

枸杞养生，古已有之。
《诗经》有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意为

“来到高高的北山上，大家一起采枸杞”，采枸
杞、食枸杞流传开来。唐代诗人陆游是名副
其实的“养生达人”，体验过枸杞对眼目昏花

起到的功效后，“晨斋枸杞一杯羹”。
在古代，红果为宝，宁安枸杞更是贵为珍

品。明弘治年间，宁安堡（现宁夏中宁县）所
产枸杞被分为朝玉、贡果、大栋、魁元 4个等
级，专供达官贵人所享用。

《本草纲目》第三十六卷专设枸杞篇，用
近 5000字言说枸杞之“妙”。一以概之：枸杞，
补肾生精，养肝，明目，坚精骨，去疲劳，易颜
色，变白，明目安神，令人长寿……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虽形色不显，却在

古时名人显贵的追捧下，以最低调的表达走
过了 600多年的养生“红毯”。这颗红果的走
红曲线，并未因时代的更迭、物质的充盈出现
颓势。进入 21世纪，“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一
句爆梗，更是将其推上了“全民养生”的“顶
流”之列。

枸杞之“红”，表于色，实于效，更可在产
业价值上窥见一斑。2023年，宁夏枸杞全产
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90亿元。

世人皆言红果好，可是，哪里好？怎么

好？为什么偏偏是它好？所有人只知其然不
知所以然。

为了一探宁夏枸杞“好”在哪里，2011年，
这颗红果被放在了显微镜下。

寻身世：探秘基因，解码好物

宁夏枸杞，品质虽佳、声名虽远，但多年
来因种植方式陈旧、品种单一，对于不断追求
新鲜感的客户而言，一成不变的枸杞干果如
旧衣敝履，难成心头好。

加之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周边省
区利用辽阔土地资源大力发展枸杞产业，起
步虽晚势头迅猛，宁夏枸杞市场龙头地位受
到威胁。 （下转第二版）

红 果 寻 根
宁报集团“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第四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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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 19时，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小广场的平静被
一群学生打破。他们或两两聚在一起、或骑着单车……

“他们早早写完作业、吃完饭，都在这里等着学唱歌
呢。”杨岭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志伟说。

搬出电子琴、架好话筒、接上电源，授课老师王保明手
一扬，一声高呼：“孩子们，开始唱歌喽！”七八个孩子从广场
四面八方聚拢到王老师面前。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
里。”琴声响起，孩子们欢快地唱了起来，歌声荡漾。

王老师要求高：“表情可以再自然一点，唱得高兴的
时候可以把手拍起来！”王老师指出孩子们演唱中的不
足。第二遍时，孩子们的身体随着节奏摇摆，眼眸清澈
盛满欢喜。

欢快的歌声富有磁性。又有四五个孩子从家中跑
到广场，挤进唱歌的队伍中。两名幼儿园老师也被歌声
吸引，一名老师自豪地对另一名老师说：“那个小个子男
孩是我们班的。”

王保明是宁夏杨岭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综
合部主任，从 5月开始，他每天利用业余时间教杨岭村的
孩子唱歌。《歌唱祖国》《红旗飘飘》……他说，用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温润童心，同时也以文化建设赋
能乡村振兴。

当天，王保明教孩子们唱一首新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第一次演唱

这首歌曲，很多孩子对歌词不熟悉，但孩子们歌声纯真，眼
神真挚，充满感情。

“你们知道这首歌是唱给谁的吗？”
“是唱给党听的！唱的时候我们都特别自豪！”孩子们

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喜欢唱歌吗？”
五年级的马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抢过话筒回答：

“我非常喜欢唱歌，唱歌让我快乐。”
教杨岭村孩子们学唱歌只是一个开始，王保明和王志

伟还计划教孩子们吹口风琴。“教他们的第一首歌曲，一定
是国歌。”王志伟说。

其实，在王保明和王志伟心里还蕴藏着一个更大的计
划。孩子们学会唱歌，感染吸引各自家人也加入其中，到
时，村里将组建文化团体、开展乡村特色文化活动，让杨岭
村每个人都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唱支山歌给党听”
本报记者 乔素华 见习记者 常 宽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抗旱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
降雨，广东、福建等地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北方部分地区旱
情发展迅速，南涝北旱特征明显。

习近平要求，要全力应对灾情，千方百
计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

害损失。
习近平强调，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

期，防汛形势日趋严峻，各地区和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压
实责任、加强统筹，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

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
排查风险隐患，备足装备物资，完善工作
预案，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

习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应对灾情 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谋划部署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
性成就。

新征程上，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指明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

夏日的新疆，风景如画。各族人民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共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201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片热土，从南疆重镇喀
什到首府乌鲁木齐，深入乡村、企业、部队、学校等调研，行
程满满。 （下转第七版）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述评

指针滴答，抵达2024年仲夏。
行走在宁夏大地，雄浑贺兰山下酒庄林

立，滔滔黄河两岸麦浪翻滚，古老长城内外
充满欢笑……

从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溪流到每一陇田
地，从每一间厂房、每一所学校到每一户人
家，处处是一派葱茏浓郁、蓬勃生长的热烈
景象。

“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
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
能少。”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心宁夏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倾注着对宁夏的深情嘱托和如
山厚望。

牢记嘱托、不负厚望。近年来，宁夏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始终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贯彻到各项
工作的方方面面，以高共情团结加快建设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持续描绘一
幅幅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奏响一曲曲民族
团结的时代赞歌。

当前，宁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创建市县两级全覆盖，“黄河水甜、
共产党亲、总书记好”成为宁夏各族人民的
共同心声，“中华民族一家亲、一道走向现代
化”成为塞上大地最深情的共鸣。

纲举目张，同心携手维护高共情团结

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感谢。
2013年底，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

程西吉县城应急供水工程提前通水。当清
冽甘甜的自来水喷涌而出，乡亲们舀一瓢、
喝一口，喜悦的眼泪禁不住流出眼眶。回族
老汉白志强说：“以前谁来家里都不舍得倒
一碗水，以后，我要每天沏一壶八宝茶，斟上
一杯。感谢共产党！”

这是一次真挚热烈的发言。
2022年，全国人大代表、吴忠市红寺堡

区农民作家马慧娟在面向世界的代表通道上，
讲述了自己得益于移民搬迁政策改变人生的

“传奇故事”，黄河水到不了的地方，党中央的
关怀可以到；几千年没被解决的问题，在我们
这个时代被解决了；“黄河水甜”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宁夏移民群众对党中央的感恩心声。

这是一串闪闪发光的数字。
2023年宁夏 GDP增长了 6.6%，增速居

全国第五位。今年一季度增长了 5.8%，连续
8个季度进入全国的前10名。母亲河日益健
康、贺兰山重焕生机，各族群众尝到了甜头、
增添了劲头……

今日之种种成就，就是各族群众在实践
“石榴花开、籽籽同心”中得到的实实在在
的好处，就是“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
个认同”的理念在宁夏大地开枝散叶结出的
硕果。

宁夏，始终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前进。

2022年 6月，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将
“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区”确定为“三区建设”战略目标之一进行全

面部署，强力推动新时代宁夏民族工作高质
量发展。

2022年11月，宁夏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实施方案》。

2023年 9月，自治区召开宁夏第九次民
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2024年 5月，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七次全
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建
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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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区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其间，宁夏还以人大立法形式出台了自

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和《关于
推动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区的决定》……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宁夏无论是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还是党的建设，无论是出台法规还是
制定政策措施，都紧紧围绕、毫不偏离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都把是否有
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虑，确保各项工作始
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思
想同向、目标同向、行动同向。

（下转第二版）

塞上榴花开欲燃
——宁夏各项工作紧紧围绕主线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本报记者 周一青 见习记者 何婉蓉

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文化人、以史育人，在潜移默化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群众心中。 本报记者 马楠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锦）近年来，
宁夏锚定目标，自我加压，聚力推进
用水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用
能权、碳排放权“六权”改革往深里
走、往实里落，通过确权、赋能、定
价、交易，赋予青山绿水商品属性、
市场属性、金融属性，实现了资源有
价、使用有偿、交易有市、节约有效，

“六权”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
性成效，为重大项目建设和“六新六
特六优+N”产业发展腾出了宝贵空
间，推动宁夏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作为“六权”改革之一的排污权
改革，是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有力
抓手。“全区已经累计完成排污权交
易 502笔、金额 3983万元，交易量达
5074吨，200余个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所需指标，
以‘排污权+’等形式实现抵押贷款
授信 4.54亿元。”6月 18日，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负责人说，通过改革，我区
逐步建立起“容量有限、资源有价、
使用有偿”的社会导向，企业降污减
排的内生动力被充分调动，从“要我
减排”转向“我要减排”，减排积极性
大幅提升。

“实施排污权改革后，我们企业
通过实施技术改造、污染治理等措
施减少污染排放。”6月 18日，宁夏启
元药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该
公司投资 1480万元对脱硝等工艺系
统进行了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节余
出 103.65吨二氧化硫、294.91吨氮氧
化物排放指标。去年 7月，在银川市
生态环境局的牵线搭桥下，启元药
业公司富余的排污权指标被宁夏日
盛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相中，一
次性出售了 20.213 吨二氧化硫和
28.875吨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获益
171万元。这笔收益又被启元药业
公司投入设施设备升级改造。截至
目前，全区已有 15家企业先后通过
出让排污权获益650余万元。

宁夏紧盯确权、赋能、定价、交
易、监管等关键环节，运用市场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主要污染物总
量指标由政府无偿划拨到市场公开
交易的历史性转变，形成减排量支
持新增量的良性循环。

目前，我区已经构建起“成体
系、全覆盖、多层次、常更新”的排污
权改革“1+6+N”政策体系，建立起自
治区、地级市两级排污权储备体系，做到初始排污权“应确
尽确”，新增排污权、可交易排污权“应报尽报”，政府储备排
污权“应储尽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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