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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适清）6月 29日
零时至 2时许，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开展臭氧
污染攻坚夜查行动，利用大气环境走航监测
车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重点工业园区开展全
方位走航监测。

“走航车就像是移动的眼睛、鼻子，可以
在行驶过程中对上百种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分
析和快速检测，第一时间锁定污染物排放的
高值区域，精准识别大气污染物来源。”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负责人说。

凌晨 1时许，当走航车行进至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国能大道一企业附近时，TVOC值突
高至 6000多微克/立方米。“丁烯和戊烯的数
值最高，疑似附近企业有无组织排放的行
为。”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这两种物质是VOCs（挥发性有机物）产生的
前置物，而VOCs是形成臭氧污染的重要前体

物，通过对VOCs走航巡查，能够对VOCs排放
物类别进行精准溯源，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管控，实现臭氧削峰。当晚，跟车移动走航
过程中发现两处 TVOC高值点，生态环境执
法人员根据现场走航监测结果，初步筛选高
值风险点，利用设备开展进一步排查监测。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负责人告诉

记者，今年以来，受极端高温等不利气象条件影
响，全区臭氧污染天气异常早发、频发。6月20
日起，全区生态环境部门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重点时段靶向攻坚，紧盯臭氧生成前体物
VOCs和氮氧化物管控减排，持续开展走航观
测，严控污染高值热点，确保问题隐患第一时间
转办、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第一时间处置销号。

宁夏夜查臭氧污染精准溯源科学治理
本报讯（记者 陶涛）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厅了解到，该厅近期围绕工业产品许可获证企业和重点工业
产品，对 14类 255种产品实施重点监管，全年计划抽检产品
3400余批次，加强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目前，18项监督专项产品抽检正在有序开展。针对辖区
监管实际，重点检查化肥、水泥、电线电缆等获证企业71家，发
现问题 76项，已全部整改。已督促全区 424家获证生产企
业、151家销售企业依法配备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
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紧盯电动自行
车质量安全，全区市场监管系统出动检查人员 146 人
（次），排查经营企业 180余家，扣押 42辆涉嫌超速、超尺寸
等不合格电动自行车，共抽检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产品 145批
次。紧盯电线电缆质量安全，开展 2024年电气类产品强
制性认证检查和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计划抽检电线电
缆、开关插座类产品、小家电、手机充电器等产品 100 批
次。紧盯燃气用具质量安全，持续采取现场检查、突击巡
查等形式，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648人、检查燃气器具经营
主体 957家（次），检查燃气器具产品 2170台（件），没收不
合格燃气灶具 24台、不合格调压器 5个、不合格燃气灶连
接不锈钢波纹软管 5根，发现待售“聚能环”106个，均已责
令下架或立案查处。同时，持续加大流通领域和农村市场抽
查力度，对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单位开展双向追查，及
时控制风险隐患。

截至目前，全区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立案 68件，已全
部结案，罚没款总额90.23万元。

我区强化重点工业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6月 28日，记者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
海镇枣香村富慧翔鲟鱼鱼子酱加工产销基地
看到，在标准化养殖鱼池，一条条体形壮硕、
重达百余公斤、长达 2 米多的鲟鱼自在游
弋。“一条 150公斤的鲟鱼，能产出约 20公斤
的鱼子酱，利润大概在 20万元。”石嘴山市富
慧翔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宪
富告诉记者，高利润的背后，是十年磨一“酱”
的坚守。

养殖鲟鱼对水质、水温要求都高，一条
鲟鱼 10 年左右才能产卵。鲟鱼鱼子酱因
其稀少的产量和乌亮的色泽被誉为“黑色
软黄金”。

“鲟鱼养殖周期长，但销售市场广阔。”

2019年，孟宪富在枣香村盐碱地上投资鲟鱼
养殖项目。“鲟鱼适合在弱碱性的水里生长，
这里的碱性反而是优势。无论是从环境还是
水质，枣香村都很适合。”孟宪富说。截至目
前，该基地已累计完成投资 6000余万元，改
造盐碱地 120亩，建成鲟鱼养殖车间 10000平
方米，高位蓄水池 4200平方米，循环沉淀池
22000平方米，鱼子酱生产车间1000平方米。

在鱼子酱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有条不紊
地进行清洗、取卵、筛选、腌制……一盒盒包
装好的鱼子酱将销往全国各地。“通过前期宣
传推介，我们向北京、山东、哈尔滨等地派发
了预购订单。”孟宪富信心满满。

2022年，该公司创立独具特色鲟鱼养殖

及开发“富慧翔鱼子酱”、鱼肉制品等生产技
术，创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富慧翔鱼子酱”
产品品牌，并在石嘴山市供销合作社的推介
下，申请加入“供销壹号”等系列品牌。

如今，鲟鱼养殖在这片盐碱地上“游”出
了一条致富路。目前，养殖基地拥有 72个标
准化养殖池，养殖鲟鱼 7万余尾。“我们计划
挑选 50条 40公斤以上成熟鲟鱼作为生产原
料进行鱼子酱试生产，预计产量在 300公斤
左右。明年第一批投放的 1000多尾鲟鱼将
迎来 10年产卵期，可以实现鱼子酱大规模生
产。”孟宪富介绍，预计到2026年，鱼子酱产量
将达到2000公斤以上，产值可达2000万元。

星海镇祥和村村民吕炳和在养殖基地上

班，每月收入超过 5000元。该基地带动周边
农民就业 30余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今年，基地计划投资 150万元建设鲟
鱼主题餐厅、烧烤棚、休闲乐园及垂钓项目等
设施，发展设施水产养殖和温棚果蔬及休闲
农业项目，多渠道拓展农民就业空间。

“我们致力于打造集鲟鱼养殖、鱼子酱加
工、休闲垂钓、水稻种植和园内绿化于一体的
渔业养殖基地，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乡村振
兴。”孟宪富说，将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模式和“村社共建”利益共享机制，将枣香村
打造成为集特色渔业养殖、加工、销售、乡村
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

盐碱地上产出“黑色软黄金”
本报见习记者 何娟亮 龚依然

对话时间：6月初
对话地点：宁夏新华书店德胜仓

对话

土地生长出的写作

宁夏日报：李娟的《我的阿勒泰》火了，让
人联想起新疆与刘亮程、山东与莫言、东北与
迟子建，以及西海固与季栋梁，您怎么看待作
家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季栋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地生长万
物，也生长出作家的写作风格，土地奠定了作
家个人的思想意识、所运用的语言和人物的
风俗习惯。有作家曾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
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在西海固，
我这一代人出生的时候，正是温饱存在问题
的时候，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
忆。实际上，跌宕的人生才会给人最深的印
象，如果人生是平顺的，可能人对生活的感触
就没有那么深了。

宁夏日报：莎士比亚曾这样说作家与作
品的关系，“一经完成，就脱离作者，成为另一
存在”。那么，当您完成《西海固笔记》的时
候，有没有与西海固这片土地告别的感觉？

季栋梁：有的，过去人们一谈起中国最贫
困的地方，总会联想到宁夏的西海固。但是，
现在再到西海固，肯定会有一种颠覆认知的
感受。许多外面的人觉得，我们对西海固变
化的讲述是不是存在宣扬成分，但事实是，西
海固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庄记》
是写《西海固笔记》的一个基础。书中提出了
西海固发展的 3个问题，一是土地撂荒，二是
教育，三是危房危窑改造。从国家精准扶贫
开始，西海固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提升，
更是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全面进步。
当时提出的一些问题，在现实当中都已经有
了答案，所以在《西海固笔记》里有一个很好
的收尾。

宁夏日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海固
人，又作为一位作家，这么多年，您一直关注
着西海固的变化，您觉得西海固这块土地，最
核心的变化是什么？

季栋梁：最核心的是精神文化的改观，西
海固人的心态从封闭、保守逐渐变得开放、自
信。以前去西海固，村里人不愿意见陌生人，
躲在墙后面看。现在客人来访，他们会热情
地邀请客人进入家中，把馓子、油饼、水果摆
上招待客人。这种变化还体现在他们对穿戴

的讲究、对房屋和院落的装饰，还有消费观念
的转变等。

宁夏日报：那么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
都变好的同时，您希望哪些事情是不变的？

季栋梁：我希望他们身上的淳朴和善良
不变。西海固人有许多值得人们敬重的传统
品质。以前当你深入乡村，你会看到每个人
都生活在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中，那种淳
朴、真挚的生活方式常常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和可爱。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后，我们目睹了
西海固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
发展机会。但是，巨大的变化既能带来美好
的东西，也会带来对人性的冲击，我有时候会
担忧一些原本美好的、本质性的东西会被淡
化或遗忘。

经历挖掘出来就是财富

宁夏日报：您最近有没有新的创作？
季栋梁：最近在写小说《喊叫水》。“喊叫

水”既是一个乡名，又是一个村名，故事从新
中国成立一直写到现在，主题围绕解决水的
问题，从对抗干旱、民族团结、红色故事几个
方面进行创作。主要以第一人称讲述，以一
个外人的眼光去看整个村庄的发展。我常
说，人跟一个地方的缘分，只要去过一次就能
建立起来。一个地方去 3次，原本没有关系
的，也会产生勾连。

宁夏日报：作为一位男性作家，您塑造了
非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是如何做
到的？

季栋梁：这些年持续不断地观察和写作，
让我意识到，女性比男性更有生命韧性，更能
承受苦难，也承受了更多的苦难。《黑夜长于
白天》讲的就是婆孙两个女性的苦难故事，
30岁便丧夫的奶奶一人撑起家庭，将子女养
大成家，继续操心着孙辈；美丽聪慧的孙女，
嫁给了智力有问题的丈夫，然而她勇敢地直
面现实，凭借坚定的意志与过人的智慧，成功
地扭转了一家人的命运……写这个故事的过
程比较感动，我在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美丽
坚韧的女性。

宁夏日报：“作家就像一个文学矿工，不
停地在自己思想深处开掘”，您觉得这句话准
确吗？

季栋梁：非常准确，有时候不是没什么可
写，而是开掘得还不够。我们最初开始写作
都从短篇小说开始，有一段时间，短篇小说几

乎没有故事情节，可能就是一种情绪的抒
发。但是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没有故事绝对
写不下来，必须用故事把框架撑起来，这个过
程对思维是有启发的。像我到了 60岁这个
年龄，所有的经历都呈现出财富的意义，只要
挖掘出来就是财富。比如要描写一个村子的变
化，就用很平淡的笔触记录这个村子的100年，
不用歌颂什么、弘扬什么，它的变化绝对是积极
向上的。每个村子、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如此。

宁夏日报：您这个年龄的人，童年经历过
一些挫折，现在孩子们则在平顺的环境中成
长，怎么比较这两种童年？

季栋梁：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是跟苦难
紧紧相连的。四五岁就得干活，吃不饱、穿不
暖是经常性的，谁也不愿意过这种苦日子，但
现在我成为一个写作者，觉得那段生活是最
值得记忆的。现在的孩子非常幸福，不用考
虑物质，这就使得他们在生活经历上相对比
较单一。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要补上这一课，
就得多读书，通过阅读别人的经历，丰富自己
的阅历。

生命的宽度由自己决定

宁夏日报：您最开始做过教师，当过记
者、作家，后来到政府办公厅做参事……角色
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很艰难的时刻？

季栋梁：相对来说在工作状态下没有多
难的事，工作只要尽心尽力干了，至于干得好
和坏，没有具体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
态。爱好写作我一生没有放弃过，闲下来就
写一点东西，中间倒是有艰难的时候，比如工
作忙，没有完整的时间来写作。还有一开始对
写作的把握不够自如，等到了一定年龄，阅历达
到一定程度后就能驾驭写作，这需要一个过程，
而这能够让你始终处于一种构思和写作状态。

宁夏日报：作为一位成功的作家，不可避
免地会面对一些名和利的诱惑，但是创作过
程又不能被名和利所挟持，您是如何把握创
作与名利之间的平衡的？

季栋梁：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年轻
时，我对于每一个发表、出版的作品，都会期
待反响和结果。但过了 50岁以后，对于名利
不再有执念。我喜欢写作，创作出来能出版、
能发表，就是最大的满足。至于作品能产生什
么影响，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能拿奖更好，拿
不上也没什么。对我来说，坚持写作就可以。

宁夏日报：退休之后，人生另起一行，您
有没有自己的“怕”与“爱”？

季栋梁：现在“怕”的是健康，“爱”的就是
写作，“怕”与“爱”辩证统一，希望能有更多时
间去写作。人的生命长度不由自己决定，但
宽度可由自己决定，不管活多长，主要还是要
高质量地活着，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能
够把写作坚持下来的人，都是因为纯粹的热
爱，爱会产生创作的激情。人这一辈子实
际上做不了几件事情，在工作之外必须有
爱好，到人生的后半程，爱好就成为最大的
精神支柱。

记者手记

聊起西海固，季栋梁所提及的事，没有一
件关于自己，却事事和自己有关。

乡村教育，土地撂荒，农民进城……尽管
离开记者岗位多年，季栋梁的耳、目、笔仍旧
没从乡土挪开，他以观察者的眼光，注视着农
民和土地的点滴变化。

躬身潜入西海固的山梁沟峁，从连绵的
旱海中打捞故事，季栋梁写出《上庄记》《奔
命》《海原书》《黑夜长于白天》……读他的文
字，似乎能看到令人目眩的日头下，焦渴的土
地衔住白草黄沙，脸孔黑褐的老汉拽着拉水
的驴子闷声行走，放下书来，恍惚间干燥的空
气已攻陷鼻腔。

然而时移世易，他的写作随着时代奔流
而转向，如今翻开《西海固笔记》，一个苦瘠之
地脱胎换骨的历程，读来让人血液沸腾……

曾经被内衣、卫生纸、粮票等城镇文明攻
破内心防线的西海固农村孩子，凭着对温饱和
体面的渴求挤进了大学、搬进了城市，却在执笔
写作的那一刻开始，走上一条终生归乡的路。

纷攘世俗、个体困境、乡土变迁，耕耘文
字近四十载，洋洋洒洒 200余万言，浸透着季
栋梁对西北乡土的爱意与敬意。他说：“从黄
土地里长出来的人，喝过那一口苦咸水的人，
怎么忘得掉这一片土地？”

行至 60岁，人生经历像果子一样熟透落
地，俯拾皆是。季栋梁称写作为爱好，常年笔
耕不辍。灵感于脑海涌动，情愫在笔尖行走，
故事碰撞出多个出口，他平日里同时写着几
部作品，“一个堵住了，就换另一个”，用“游击
式写作”来总结倒也形象。

文字一笔一笔敲出来，书一本一本印出
来。对于写作，对于西海固，季栋梁还有许多
未尽的话、没过的瘾。人生另起一行之时，他
把名和利全部放下，“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东
西，喜欢写就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季栋梁：写作是一条终生归乡的路
本报见习记者 马 丽 李雅蓉

6月 30日，航拍的吴忠市古城湾人工湿地。作为吴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提升工程的古城湾人工湿地占地面积 240亩，核心是 187亩潜流湿地。采用“生态滞留塘+潜流湿地+表面
流湿地”组合工艺，对入黄水进行深层洁净。污水日处理能力为 6万立方米，年可消减污染物 520吨。据了解，黄河干流吴忠过境段水质连续 8年实现Ⅱ类进出。去年，吴忠市实施湿地生态修
复治理项目6个，投入湿地生态修复资金3300余万元，保护修复湿地10.29万亩，任务完成率达110%。 本报记者 李良 摄

6月 30日，姚河源遗址考古队员在对出土陶器进行细致
修复，确保其能够被完整地保存。随着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和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对姚河源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的深入，更多关于西周时期诸侯国都邑的历史将被揭晓。

本报记者 王鼎 王溦 摄

6月 29日，运动员在场上进行激烈拼抢。当日，“中国体
育彩票我与‘欧洲杯’同行”——全区七人制群众足球赛在宁
夏体育馆七人制足球场开赛，16支球队将捉对厮杀，9个比赛
日里每晚进行2场比赛，赛事将持续至7月14日。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高晓刚 摄

“我们需要办护照，还来得
及吗？”

“来得及，给你们办完我们
再下班。”6 月 29 日刚下班时，
2 名群众来到同心县政务大厅出

入境窗口办理护照，同心县公安局出入境大队教导员苏玉萍
微笑说道。

重启电脑后，苏玉萍立即为他们展开了“延时服务”。
马某和杨某二人为夫妻关系，均为绒厂职工，正常工作

时间无法过来办理证件。苏玉萍与同事互相配合，耐心引导
申请人照相和填表，完成了一系列受理工作，马某夫妇顺利
拿到了证件。

同心县公安局在公安政务服务全天候受理办理基础上，
稳步推进跨警种业务“一窗通办”，探索运行机制，拓展“通
办”事项，提升用户体验，逐步实现前台受理由“专科”向“全
科”的升级转型，引领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入，让“只进
一扇门、办结多项事”成为公安政务服务新常态。同时，进一
步规范窗口服务，制定和完善各类事项审批、窗口管理、工作
人员行为规范等管理办法，首问负责、即问即办，全面推行行
政执法公示及阳光服务制度，为办事群众提供舒心、便利的
政务服务环境。

无独有偶，6月 13日，马先生急匆匆来到大厅窗口，称即
将要参加中考的孩子身份证丢失了，可户籍地派出所距离县
城还有 60多公里，心急火燎时，马先生想起民警曾在学校宣
传过公安机关有居民身份证“跨域办”“就近办”便民措施，于
是他来到政务大厅求助，户籍民警闻言立即启动身份证办理

“快速通道”，核实其身份信息后，迅速与同心县公安局预旺
派出所户籍民警联系审核，提交了制证信息。业务办理完成
后，办证民警持续关注着身份证办理进程，经过多方努力，马
先生的孩子顺利拿到证件。

临近中考，窗口服务迎来业务办理高峰期。同心县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迅速开展应对工作，深化“一窗通办”模
式，全员上岗。并按照民警辅警搭配、业务骨干和业务新手
搭配等科学互补的组合方式，保证大厅的接待、引导、受理、
审核、制证等各项工作高效有序。从群众“跑一次”到“零跑
腿”，同心公安正在用更实的措施赢得更高的群众满意度，成
为助力公安政务服务跑出加速度的最美缩影。

同心公安的“延时服务”
本报记者 马 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