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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柔远村的
父老乡亲奔走相告：“咱们的彩椒出口卖了好
价钱，身价涨了 5倍！”在全国彩椒价格跌至
每公斤 3元的低谷期，柔远彩椒却勇闯国际
市场，从每公斤 8.4元的批发价卖出了 42元
的出口好价。

经过 80小时昼夜兼程的跨国运输，位
于 3800公里外的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市
民吃上了来自柔远镇的头茬彩椒。“当地市
场通过收购商反馈，6000公斤柔远彩椒到货

当天就卖完，很受市民欢迎。”柔远镇镇长景
兆满说。

走进柔远镇柔远村，一栋栋蔬菜大棚整
齐排列，各类农用车辆在棚间道路上穿梭。
大棚内，红、黄、绿等各色彩椒像一盏盏小灯
笼挂满枝头，村民正忙着采摘。“头茬都发往
哈萨克斯坦了，卖得很好，大家信心倍增，现
在采摘的是第二茬了。”村民曹雪贞说。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柔远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今年从中国彩椒之乡山东寿光引进种
植彩椒 1.32万株。“村里专门聘请寿光经验丰
富的专家常驻本村，全流程进行彩椒种植技
术指导。”柔远村党支部书记章爱华介绍，种
植达到了预期效果，彩椒果型方正、鲜亮光
滑、口感香脆，棚均产量 3300公斤。“我们的
彩椒品质得到采购商认可，预计收完三茬将

为村集体带来10余万元收入。”
柔远镇彩椒何以在海外受到欢迎？柔

远镇党委书记武勇“解密”：得益于抢抓机
遇，产业发展驶上快车道。沙坡头区地处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迎水桥编组站是全
国第三大铁路编组站，交通十分便捷。“山
东是蔬菜大省，每年有大量蔬菜出口多个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而沙坡头区基本上
位于这条大通道的中点。如果从我们这里
发菜，路途和时间都会大幅节省。”武勇介
绍，通过赴山东对接考察，达成由寿光提供
彩椒秧苗和全程技术指导，柔远村进行种植，
收获后巧借寿光已经搭建成熟的蔬菜通道，
由寿光收购并从沙坡头区直发中亚国家的合
作模式。

同时，柔远镇通过改造和新建设施温棚

1633 栋，引进彩椒等高经济附加值蔬菜新
品种，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
举措，为柔远镇种植产业插上了翅膀。“柔
远彩椒适合中亚人的口味，沙坡头区与寿
光市共同探索出一条产业协同、经济共建
的‘出海之路’，我们沿着‘一带一路’走下
去，彼此的朋友圈会不断扩大。”一位长期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做生意的寿光蔬
菜采购商说。

目前，柔远镇发展设施温棚 2476栋，涉
农龙头企业、蔬菜流通合作社等 20家。设
施蔬菜产量 2.3万吨，总产值达 5亿元。“我
们正在改造剩余的温棚，引导种植企业、大
户和群众共同扩大彩椒种植面积，以彩椒
带动沙坡头区更多果蔬开拓国际市场。”武
勇说。

沙坡头彩椒“借船出海”闯市场
本报记者 王文革

本报讯（记者 剡文鑫）“是师傅教我如
何发展产业、服务群众，让我有了干好工作的信
心。”近日，在地头帮助种植户采摘销售甜瓜的
王伟伟说起师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伟伟
是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党总支书记，而
他口中的师傅是杨郎村原党支部书记曹辉。

固原市推进“导师帮带制”，1062名“老业
务”“老乡镇”与 1832名乡村年轻干部、新任
职干部结成帮带对子，给年轻干部教方法、传
经验、引路子，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曹辉是一名退役军人，凭借敢闯敢干的
魄力，带动村民发展养殖和种植产业，分别在

铸造、酿酒等 4个重点产业上建立党组织，培
育产业带头人 38名、发展党员 19名，“80后”
的王伟伟是他的徒弟之一。

经过梯次培养，2020年换届中，王伟伟当
选杨郎村党总支书记。当选后，他继续做实

“党组织+带头人+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产
业带头人示范种植拱棚瓜菜 1万亩，带动村
民种植 6000亩，周边移民村 500余人就近务
工，人均年增收 2万多元。2023年，全村总产
值4.3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1万元。

诸如杨郎村这样“老带新”的故事在固原
市比比皆是。“导师帮带的同时，通过一线育

苗墩苗，让年轻干部到复杂环境、吃劲岗位接
受锻炼，提升实践能力。”固原市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已有 389名乡镇优秀年轻
干部包村联户，63名选调生到村任职。

朱丽娇是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一名到村
任职选调生。其间，正好“百美村庄”项目落
地薛庄村，部分村民不愿搬成为项目建设最
大难题。她每天入户动员，向村民宣传村集
体整体的规划发展、积分制分红、土地入股等
政策，与村民促膝长谈，解开了大家的心结。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朱丽娇鼓励村民参
与美丽村庄建设，盘活闲置资源、发展“庭院

经济”、共享项目红利，还邀请艺术家为村民
开展剪纸、刺绣、泥塑、版画等技能培训，打造
乡村旅游民宿、餐饮、文创等新业态。

固原市坚持“缺什么补什么”，采取“线
上+线下”“理论+实践”等方式，对年轻干部进
行全周期培养、全过程历练，帮助年轻干部固
本强基，提升履职本领，畅通晋升渠道，激发
年轻干部的活力。

截至目前，全市有 432名优秀年轻干部
任乡镇办公室（中心）负责人，438人进入乡镇
领导班子；换届中 942名优秀村级后备干部
进入村“两委”班子。

全链条递进式培养 “老带新”全过程历练

固原厚植成长沃土助年轻干部“壮苗出穗”

“应该怎样呈现给客户一个完美的产品？答案是：一个
国之重器所需要的关键零部件，让其在服役过程中是安全可
靠的，也让客户觉得我们是值得信赖的。这是我工作所追求
的目标。”7月2日，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的冯周荣说。

冯周荣，正高级工程师，共享铸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今年是他在共享铸钢工作的第 11个年头，秉持执着专
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一步步成
长为领跑自治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领军人才。

自工作以来，冯周荣心系重型高端铸钢件制造技术创
新，重点研发高技术含量、高难度、高附加值铸件，带领团队
攻克大型核电站常规岛机组高压缸、620℃火电机组用新型
CB2铁素体耐热钢、三代核电海水循环泵用叶轮、抽水蓄能
整铸转轮等关键铸件的制造技术，为助力公司发展、推进铸
造行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其间，他参与科技部创新方法专项 1项，主持或参与自治
区重点研发计划 7项、银川市科技计划 1项，先后获得自治区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自治区科技成果6项等多
个奖项。

多年来，冯周荣被认定为自治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高层次 D类人才、青年拔尖人才，银川市高精尖缺 D类人
才、学术技术带头人，获
得自治区创新达人、银
川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荣
誉称号。

冯周荣：
为国之重器锻造安全可靠的零部件

本报记者 陈 郁

本报讯（见习记者 蔡莞郁）6月 28日，在青铜峡市利民
街、古峡街等路段，工程车辆来回穿梭，一条条管道被整齐放
入坑道内，工人们紧锣密鼓地施工。“早期修建的雨水、污水
管道口径较小、管道老化，已不能满足现有的使用需求，且部
分存在排水管网雨污合流的问题。此次项目建成后，可以有
效推进全市雨污分流建设，减少因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同
时能够收集雨水资源用于绿化灌溉，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
达到节约水资源等目的。”青铜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曹严宁介绍。

今年以来，青铜峡市积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争取、谋
划3个排水防涝应急能力改造提升项目，结合雨污分流、道路
改造等对现有雨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
板弱项，畅通城市地下“脉络”。

青铜峡市城市排水防涝应急能力改造提升项目包括汉
延渠城市排水分区，罗家河城市排水分区，城市东区的部分
街道及小区新建雨水管道、配套附属设施等，其中汉延渠城
市分区排水防涝应急能力改造提升项目主要新建 13.74千米
雨水管道，改造 2.5千米现状排水管道等；罗家河城市分区排
水防涝应急能力改造提升项目主要新建雨水管道 33.78千
米；城市东区市民聚居区排水防涝应急能力改造提升项目主
要对东区 21个住宅小区及市政道路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新建
雨水管道 18.52千米等。目前，各工程正有序开展，已搭设围
挡28.1千米，开挖路面25.3千米，管道安装23.9千米，预计7月
底前建成投用。

为提高防汛抢险救灾应急反应和指挥能力，确保汛期安
全度汛，青铜峡市今年防汛演练在罗家河排水分区等 4个易
涝点开展，全面提升防汛人员快速响应及抢险实战能力，扎
实做好各项准备。

改造升级排水管网

青铜峡市畅通城市地下“脉络”

本报讯（记者 陈郁）7月 2日，由银川市总工会、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银川市首届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
举行，来自 6个县（市、区）36家托育机构和幼儿园的近 70名
托育师和育婴员赛出风采。

“第一次参加托育行业竞赛，结识了很多优秀同行，学习
提升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宁夏大学后勤保障部
幼教服务中心一位参赛选手说。此次竞赛包括综合笔试、实
操考核、综合技能等内容。竞赛分别角逐出保育师和育婴员
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两个赛道前 2名将组队
代表银川市参加全区托育技能竞赛。同时，为竞赛组织工作
突出的6家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2024年，银川市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
范项目，系全区唯一入选城市。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政策支
持、多元供给、医育结合，积极构建政府引导、部门协作、家庭
为主、多方参与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格局，切实解决“入托难”

“入托贵”，努力实现“托得好”。先后出台了《银川市促进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

截至目前，银川市提供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
的机构有 158家，总托位数
达 10986个，每千人口托位
数达3.78个。

银川市举办首届
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记者 李良）去年以来，吴忠市
通过实施“专职力量育强”计划，着眼打造政
治坚定、敢闯敢拼、群众认可的社区干部队
伍，建立健全选任聘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
激励保障机制，充分激发社区工作者的干事
创业活力。

7月 2日中午，吴忠市利通区文萃社区工
作人员丁雅辉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社区老
人面前。“自从学会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为居
民提供精准化服务，感觉与群众更亲了，距离
也更近了。”丁雅辉说，刚考进社区的她面对
各类矛盾纠纷、社会救助等工作感到无所适
从，服务的一位老人生病住院，其患有尿毒症
的儿子无人照顾，她也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报名考取助理社会工作师后，她积极对
接社会组织，准确把握居民需求，为居民提供

送餐、送医等服务，高效又贴心的工作得到居
民的频频点赞。

吴忠市围绕城市服务需求和治理要求，
将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作为市、县党委
书记领办项目，按照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配
备 18名社区工作者的标准，年均投入 2400余
万元，面向 35岁以下及大专以上学历的社
区居民、退役军人等招聘社区工作者 514
名。同时，通过建立社区正职、副职、成员
三类共 18级的等级序列和发展体系，将薪

资报酬与工作年限、学历学位、专业水平及
所在社区党组织星级挂钩。“拿到了一次性
补助，每个月的工资也上涨了。职业认同
感增强的同时，也提升了我的工作积极性
和创造性。”丁雅辉说。

“过去社区工作者没有统一的招聘机
制，人员能力素质参差不齐，整体工作效率
不高。自从招聘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后，工
作效率更高了，社区事务也变得更加有
序了。”盐池县盐州路街道龙翔社区党支部

书记刘宁坦言。
聚焦新进社区工作者工作经验不足、群

众工作方法不多等情况，吴忠市组织社区书
记到市内外典型社区“组团研学”，择优遴选 5
名社区书记开展“书记讲给书记听”活动，将
全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张丽萍等 83名优
秀社区党组织书记选聘为帮带导师，通过“书
记门诊”“书记有约”等载体，推动 136名年轻
社区工作者由“新手”变“能手”，不断激发基
层治理新动力。

练就担当作为“铁肩膀” 挺起基层善治“硬脊梁”

吴忠“专职力量育强”计划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7月 2日，宁夏源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牛肉精深
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工高品质牛肉。2023年，源丰公司
在西吉工业园区投建深加工基地，作为西吉县的定点帮扶企
业中国商飞公司也投入 80万元用于排酸库建设、设备购置及
包装设计，共同推动当地牛肉精深加工，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王鼎 王溦 摄

本报讯（宁夏日报
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艳丽 实习生 李怡萱）
近日，永宁县 5.45万亩
小麦陆续成熟开割。

7 月 2 日，在永宁
县李俊镇宁化村、永宁
县惠丰现代农业种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麦 田
里，农业机械来往作
业，两台割晒机割倒
小麦晾晒，两台捡拾
机紧跟其后捡拾，让
小麦颗粒归仓。“俗话
说‘九成熟，十成收；
十成熟，一成丢’，我
们合作社提前开割，
不让一粒麦子浪费在
地里。”合作社负责人
王生宝介绍，基地 750
亩小麦一周时间就能
收割完毕，初步推算平
均单产 500公斤—600
公斤。

6月 30日，在望洪
镇高渠村小麦种植基
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
率先开镰，拉开望洪镇

“三夏”麦收的序幕。
为了抢农时、保丰收，
望洪镇安排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做好技

术指导；协调交通部门合理规划
晒场，最大限度满足晾晒需求；组
织签订春小麦收储协议，解决农
户夏收后粮食销售后顾之忧。今
年，望洪镇种植小麦 1.8 万亩，目
前储备农机 430 台，已完成收割
300亩，预计 7月中旬完成小麦收割
任务。

“今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 5.45
万亩，预计 7月 4日大面积进入收
割。预测亩实产 393公斤，较上年
增加 17公斤，增幅 4.5%，增收已成
定势。”永宁县农业农村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永宁县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的同时，做好蔬菜、油葵等
种子（种苗）及化肥、农药、农机具
的储备调运，抓住有利时机确保
应种尽种，实现前茬保粮、后茬增
收，推动粮经饲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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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黄英）7月 1日，灵武市 1.05万亩小麦迎来
收割期。今年，当地依托先进农机、智慧平
台、土地托管，小麦收割全部采用机械化作
业，预计 10天内收割完毕，小麦总产量预计
达464.1万公斤。

在崇兴镇中渠村，田里一派繁忙景象。
“今天是我们收割小麦的第一天，正在作业的
是最新款收割机，这种机械的优点是收得干
净，预计3天能将600亩小麦收割完。”中渠村

村干部黄文云说。
从大田高产到颗粒归仓，夏粮丰收的链

条中，机收减损是重要一环。在位于中渠村
的智慧农业服务中心，农机精准作业监管
服务系统上显示着田间机械作业状态、实
时定位、智慧调度、质量核查等信息。

该平台实时监管着包括中渠村在内的
共 7个村的农机作业过程，通过实时化监测、
数字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农机作业质量和
效率。

“中渠村农业智慧服务中心能够对周
边 6 个村进行土地托管，并对农机进行集
中管理。只要农机作业正常进行，平台就
能实时监管。”中渠村村干部金宝梅说。

像中渠村这样的农业智慧服务中心，
在灵武市有 9 家 ，通 过 对 土 地实施耕、
种、管、收“一站式”托管服务，有效解决了
农户种植、管理、收获过程中用工难、效率
低、损耗大、费用高等问题，让农民“坐享”
丰收。

“智慧农业+土地托管”

灵武确保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7月2日，青铜峡市叶盛镇张庄村，580亩金黄的麦穗饱满充盈，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悦。
当前，小麦已进入夏收的高峰期。今年，吴忠市小麦种植面积为 30.19万亩，该市紧抓夏粮生产的关口期，提早部署、精心组织，确保农机

安全投入生产，全力保障夏收有序高效，实现小麦优质高产。截至7月1日，全市小麦收割面积13.65万亩。 本报记者 李良 摄

吴忠30.19万亩小麦开镰

关 注 夏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