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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今日的宁夏，已经尝到了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甜头”，
也更加坚定了一往无前走下
去的战略定力。

N 第三只眼

随着 2024 年高考落幕，众多学子
正 迎 来 人 生 中 一 个 重 要 的 抉 择 时
刻——填报志愿。

高考志愿怎么填，不少学生和家长
都想要寻求“最优解”。报考志愿既要
兼顾兴趣和志向，又要有好的就业前
景，还想让分数能够效用最大化……甚
至学校竞争力、城市发展、专业冷热等等
也都考虑在内。这样全方位的考量听
起来的确完美，但凡事并非十全十美，
从现实情况看，不少考生总会因为这样
或那样的原因，志愿选择需有所取舍，在
此时，理性听从内心的召唤，方为可贵。

这不免让笔者想到考古界的“团
宠”钟芳蓉，当年，她以文科 676 分的成
绩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不少人质疑

“学习考古恐无出路”，替她感到惋惜，
但钟芳蓉毅然选择追随自己的兴趣和
梦想，她对考古学的满腔热忱，打动了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特意写信
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
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
念书”，这是樊锦诗对后辈情真意切的
叮咛，亦何尝不是我们对莘莘学子的美
好期望？志愿填报平衡多方意见无可
厚非，但人生的路还很长，能在嘈杂鼎
沸中坚守初心，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

业，并为之奋斗一生，这不也是人生的
最优解吗？正如近期揭晓的 2023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从默默无闻到行业翘
楚，从白手起家到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
白，这份闪闪发光的获奖名单背后，写
满了无数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投入、努
力和坚持，正是他们潜心研究的奋斗精

神，赋予了人生意义和方向，创造了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
光荣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年轻研发人
员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以十年磨一剑
的韧劲，以‘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的执着，
攻关高精尖技术，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求知求学和科
研攻关有着相同的路径，没有捷径可
走，唯有靠专注和勤奋，靠热爱和坚持，
靠日复一日的努力奋斗，才能学有所成、
学有所获、学有所用，才能不负时代、不负
韶华、不负期望，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闪闪
发光，让生命产生价值和乐趣。

青春无需定义，人生自有诗意。志
愿填报只是人生众多抉择中的一个，但
奋斗却是一项终身事业。我们不应该
被所谓的“最优解”束缚，而是应当遵从
内心、追随热爱，让理想成为自己生活
的指南针，以“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的执
着，写下人生理想的浪漫诗篇，这才是
终身受益的学习之道。

更何况，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民族
复兴正当其时，把个人的奋斗、追求与
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贯穿学业全
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将来必定大
有可为。相信，有了这样的认知，无论
录取结果是奔赴热爱，还是与热门专业
擦身而过，都能在未来的前行道路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加油吧，少
年，用热爱与执着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
煌人生吧！

青春无需定义 人生自有诗意
沈 琪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这句
话，放到产业发展层面，也有相通之处——

在中宁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人流
如织。一辆辆载满枸杞干果的小货车，
以均价 53 元/公斤（6 月 27 日）的价格将
中宁的道地枸杞马不停蹄地运往全国各
地；同时，在宁夏贺兰山东麓百瑞源殷红
子熟枸杞庄园，一粒粒枸杞鲜果经过层
层加工，400毫升的枸杞原浆礼盒卖到了
198 元 1 盒，而 480 克的锁鲜枸杞礼盒卖
到了596元……

53 元、198 元、596 元！同样的中宁
枸杞，天差地别的价值收益。从干果到
鲜果、原浆，再到构建研发、种植、加
工、营销、文旅、生态“六位一体”的现

代枸杞全产业链布局，不仅一粒枸杞的
价格翻升了几倍甚至几十倍，以其为核
心构建的全产业链综合产值也达到了
290亿元。

对比鲜明，启示更是深刻。枸杞产
业成功的关键点就在于“打对了算盘”，
挖掘、利用好了有效资源，形成了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特色优势产业体系。而
这样的例子，我区还有很多。每 2 瓶国
产酒庄酒就有 1 瓶产自宁夏，每头奶牛
的平均牛奶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00
公斤，400万吨煤制油项目摘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芳纶产能全国第一，“到
星星的故乡，给心灵放个假”成为众多游
客的向往……瞄准地方特色，在产业优
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
才能打造出优势明显、集中度高、关联性
强、有市场前景的特色优势产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兴一方业，发展
特色产业是地方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的一个实招、硬招，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宁夏
考察时强调，“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

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
产业，葡萄酒、枸杞等特色产业，要精耕
细作、持续发展”“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
产业发展路子，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总书记
的嘱托，为宁夏下一步聚力发展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对比总书记的要求，再次回顾我区
产业发展实际，也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
特色优势产业的“威力”。从发展如火如
荼的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到不断创新
升级的新型工业、高新产业，点上开花、
链上成景、面上崛起，特色优势产业的力
量从未缺席；反过来看，凡是红红火火、
后劲十足的优质产业，无一不是精耕细
作、求新求变的典范，无一不是借力创新
提升品质、做强品牌，从而打开了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大门。

今日的宁夏，已经尝到了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的“甜头”，也更加坚定了一往
无前走下去的战略定力。新赛道上，如何
进一步让特色产业优势更优、强势更强？

宁夏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

赋，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大有可为。一方
面，立足于自身发展的优势，才能在新的
赛道上赢得更多机会。要依托当地特色
资源，突出地域特性，因地制宜选准产业
发展的突破口，把我们的资源、生态、文
化等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另一方面，
发展产业关键在科技，要牢牢抓住科技
创新这个“牛鼻子”，把准各地产业发展
基础、资源环境容量、开放开发潜力的基
础上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
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构建好体现
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山水迢迢。
瞄准“特色优势产业”这几个字，我区“六
新六特六优+N”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全面
起势，亟待为区域经济发展标注出独一
无二的坐标，绘就一幅幅生机勃勃、特色
鲜明的现代化产业画卷。

让特色产业优势更优强势更强
宫炜炜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了 2024
年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名
单，宁夏西鸽酒庄成功入围，成为青
铜峡市第一家产业链“链主”企业。

何为“链主”？简单来说，就是一
条产业链上的“当家人”或是“协调
人”。与龙头企业不同，被认定为“链
主”的企业，不仅自身实力雄厚，还能
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的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进而实现
整个产业链的“齐步走”。换句话说，

“链主”企业强则产业链兴，产业链兴
则产业强。就拿此次入围的西鸽酒
庄来说，从葡萄培育到成品销售，西
鸽酒庄如催化剂一般，不断整合优化

上下游资源，在推动葡萄酒产业链内
部高效协作、提质升级的同时，又助
推了区域经济发展，仅去年就贡献产
值 1.1 亿元，带动周边居民就业 1500
余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事实证明，独行快，众行远。“链
主”是响当当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
任。为更好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
用，要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优化创新环
境，激励引导更多的“链主”企业勇挑大
梁、勇担重任，在发挥所长向更高处奋
进的同时，带领上下游企业并肩作战，
共同突重围、闯新路，将产业链打造成

“共赢链”，从而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新动能。

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
赵 慧

银川市兴庆区将指导、培训“法
律明白人”纳入社区法律顾问职责范
围，积极发挥村（社区）法律顾问的专
业优势和“法律明白人”熟悉辖区公
共事务。截至目前，兴庆区 140 个村
居（社区）共计培育“法律明白人”骨
干423人，“法律明白人”1624人。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活动主要
发生在基层，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什
么服务、发生什么纠纷……要想解决
好这些问题，只有推动法治在基层落
地生根，才能发现得早、服务得好、解
决得有效。在这方面，兴庆区的做法
就值得我们借鉴。不仅给群众开讲
座，将“法言法语”转化成“家常话”，
让群众真正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还深入群众，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
时排查微风险、化解微矛盾，在基层
播撒下法治“种子”。实践证明，基层
法治建设是篇大文章，应选取更贴近
群众的方式推进，如此才有助于找到
合理解决办法，让群众更满意、让治
理更有效。

总体来看，“法律明白人”培养工
作成效明显，但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
进。唯有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
和疏导端用力，因地制宜探索完善

“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建立基层法
律工作站，使法治教育活动有阵地，
使法治教育工作有骨干，才能进一步
夯实全面依法治国根基，推动我国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需要更多“法律明白人”
尉迟天琪

近日，银川市兴庆区首批 100 名
环卫工人享受了上门免费体检服
务。据悉，有关部门将陆续为全市近
8000 名环卫工人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服务，这也是银川市2024年民生“十心”
实事之一。

上门免费体检；对腰肌劳损、呼
吸道疾病等职业病进行诊断及答疑；
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至所属工会，对
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互助、困难帮扶
等服务……透过诸多暖人的细节，我
们既看到了为民谋福利的初心，也看
到了为民服务的贴心，可以说，一次
小小的免费健康体检，不仅给环卫工
人送去了健康关怀，更给我们带来了
大大的启迪：衣食住行是劳动者感受

最直接的地方，把与此关联的一项项
小事办实办好，就是给群众最实惠的
福利。

为民服务永无止境，这样的温暖
多多益善。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
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诸如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
等为城市正常运行默默付出的劳动
者就是“负重者”之一，他们理应享受
相关福利政策。期待各方多多学习
和借鉴为环卫工人免费体检的好做
法，让更多人性化和精细化的福利政策
接踵而来、更多力量积极参与进来、更
多实打实的服务举措落实落细落好，
使每一位为城市发展付出的劳动者
都能乐享其中，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让更多“负重者”享受更多福利
虎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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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罗山“原住民”，属于一种野鸽，是
家鸽的“老祖宗”，样子很像家鸽。名字中
有一个“岩”字，那是住在山岩中的缘故。
我喜欢在水上飞、水边憩，奈何罗山周边
没有河湖分布，让我难以亲近水的芳泽。
近年来，罗山周遭神奇地生出座座蓄水池，
让我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水上游乐场。

岩鸽，是鸽形目鸠鸽科鸽属鸟类，在我
国多见于秦岭以北的整个北部和西部地
区，栖息于山地至高原的悬崖峭壁。喜成群
活动，觅食各种植物的种子、果实、根茎。
岩鸽因数量较少，被列入我国《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水 光 山 色 岩 鸽 翔
本报记者 马 骏 杜晓星 杨志挺 实习生 彭 斌 文/图

档案

罗山脚下泉水湖罗山脚下泉水湖。。

罗山，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有“瀚海明珠”的美誉。
罗山涵养水源的本领了得，葳蕤草木之下隐藏着一座

“超级水库”，水从罗山地下奔涌而出，化为润泽大地的汩汩
山泉，颠覆人们对于这块以“喊渴”著称的土地的既有想象，
更使得绿水青山“珠联璧合”。

6月下旬的一天，记者凌晨 5时从吴忠市红寺堡区动身，
赶赴 20多公里外的火龙沟护林点。这里位于罗山西北麓，紧
邻护林点有一泓池水，周边长满芦苇等水生植物，水草丰美，
更有各种“精灵”。本期探访的主人公岩鸽，就常常出没于此。

在护林员田军山的带领下，记者徒步走向护林点一侧的
蓄水池，5分钟就来到了跟前。

“为了消防应急，建了这座 5000立方米容量的蓄水池，里
面是罗山上淌下来的山泉水。”58岁的田军山说，这座蓄水池
也被称作泉水湖。这样的泉水湖，罗山脚下星星点点分布着
七八座，彰显着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田军山打开围着蓄水池的铁丝网，记者尾随而入。水面
面积大约有 2 亩，最深处足有 9 米。徜徉水边，面前湖水清
冽，身后芳草萋萋，与翠绿的罗山构成一派湖光山色，怪不得
惹来“精灵”流连。

田军山说，因为这里的水是活水，让这座泉水湖生机勃
发，时常呈现“百鸟翔集”的盛况。其中，就有赤麻鸭，这是一
种迁徙类水鸟，对生态环境挑剔，青睐茂密的水草、新鲜的空

气和清澈的湖水。田军山告诉记者，赤麻鸭喜欢栖息在湖畔
鹅卵石上，很多都是“拉家带口”，时不时有 2只大鸭带着 8只
小鸭，画面特别温馨。另外，还有草兔、野猪等哺乳动物出
没，特别是野猪，依仗着身强力壮，直接撞开绿色铁丝网，到
湖边饮水觅食。

然而，“造访”泉水湖最多的要数岩鸽。采访期间，记者
先后看到好几拨岩鸽飞临湖面，来回翱翔，每拨都有十几
只。田军山说，这些岩鸽是从罗山悬崖峭壁上俯冲下来到湖
边嬉戏的，时间长了也不怕他这个护林员，人鸟相距十几米
远也互不惊扰。

透过长焦镜头，记者把岩鸽看了个清清楚楚：通体灰色
主基调，头颈部至上胸为蓝灰色，颈基和上胸缀有带金属光
泽的蓝绿色，颈后和上胸形成带紫红色金属光泽的颈环，个
头比家鸽略小，却更矫健。

“瞧！那是赤颈鸫，上下呈波浪形飞翔是它的特点。”观测岩
鸽时，田军山又有了新发现。不一会儿，他惊喜地说：“你听
见‘哇哇’的叫声了么，那是赤麻鸭的叫声，它们就快飞到泉
水湖上了。”然而，记者却并未听到这一稀罕水鸟的叫声，不
由得对田军山“闻声判鸟”的本领刮目相看。

记者采访得知，田军山担任护林员已有 16年，和罗山飞
禽走兽打交道比其他人多得多，看见没有见过的珍稀“精灵”，
他就会拍照留证，再去翻阅书籍对照，之后及时向宁夏罗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报告，请权威专家鉴定是否为保护
区发现的新纪录物种。常年和山中精灵打交道，加上勤奋好
学，让田军山成了半个野生动物专家。近年来，常有业界人
士与田军山联系，请他指点罕见的鸟兽踪迹，选好合适点位，
耐心蹲守拍摄，总有喜人收获。

岩鸽 岩鸽漫步芦苇丛中岩鸽漫步芦苇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