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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短新闻

55岁的马淑华是固原市西吉县布贴画第
四代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她是作画的人，也
是画中的人，她以身边人或事为主要题材，记
录生活变迁，绘就布贴画风采。2024年，马淑
华的布贴画技艺入选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布贴画是中国古老的手工艺术之一，富
有民族特色，已有 1500年的历史。西吉县布
贴画制作技艺以碎布头为原材料，主要展现
人物、动物、风景等。近日，记者走进西吉县
吉强镇木兰书院，在马淑华布贴画非遗传承
工作室，马淑华正在耐心细致地教授徒弟，经
过裁剪、胶粘……一块块布料变化成了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布贴画。
1992 年，马淑华毕业于宁夏大学美术

系，2018年被评为西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布贴画代表性传承人。2022年，“马淑华布
贴画非遗传承工作室”的作品《流动的记
忆——赶集系列作品》被第十届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和优秀民间工艺美术品初筛入选并
在南京参加交流展，作品《回家》《赶集》已被
瑞士爱好者收藏。

马淑华作画的初衷来自她的奶奶。“奶奶
用报纸剪成小动物或小姑娘形象，将其粘贴
在冬天结冰的玻璃上，那个穿着小花棉袄、扎
着辫子的小姑娘就是我。”马淑华说，奶奶给
她种下了学习布贴画的种子。

记得有一次，她的衣服磨出了一个洞，奶奶
知道后缝了两块方块补丁，她觉得不好看，不
愿意穿。第二天，她发现方块补丁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深黄色和深绿色的“树叶”补丁。

学习美术的马淑华善于研究布贴画制作

技艺的美学特点，她把传统布贴画制作技艺
和现代专业美术知识相结合，大胆创新布贴
画制作技艺，让原先民间的布贴画制作技艺
更有艺术韵味。她的布贴画将画面元素以大
小不一的形式夸张地表现出来，张力十足。

马淑华的作品内容来源于西吉县传统乡
土生活，运用历史悠久的民间生活样式，挖掘
并升华主题。她说，耕牛图、赶集、收土豆等
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的童年记忆，画
面中的主角都是自己和身边的人。

马淑华目前除教学外，其余时间都在钻
研布贴画。通过多年经验积累，她认为，制作
布贴画最难的是细节的塑造、微妙的动作和
表情的处理，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布料的色
彩、花纹、质地等必须与所选内容和题材相得
益彰，这样的作品才会绽放出艺术光芒。

目前，马淑华免费教授近 30名徒弟，最
小的 8岁、最大的 70岁，她希望布贴画这项一
度濒危的非遗项目能够传承下去。

作画人和画里人
本报见习记者 郭小立

今年 3月 21日，中卫市沙坡头区一家幼
儿园食堂操作人员在加工食品时未戴清洁的
工作帽。这一幕，被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通过“中卫市互联网+市场监管智慧
食安监管系统”锁定了。

去年 12月 1日，该幼儿园食堂操作人员
曾因同样的问题被执法人员现场查处并责令
整改。

如今问题再现，整改通知书及行政处罚
单接踵而来。中卫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依法对涉
事幼儿园作出罚款 5000元的行政处罚。今
年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公布的 10起宁夏
民生领域“铁拳”行动校园食品安全领域典
型案例中，该起案件是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
员通过互联网远程监管方式发现违法线索，
监管系统抓拍，进一步提高了监管效率，及
时对经营者行为进行规范，让违法行为无处
遁形。

7月 2日 11时许，记者采访时，在自治区
市场监管厅指挥调度中心，通过“互联网+明
厨亮灶”智慧系统可以看到各学校、幼儿园食
堂以及餐饮单位后厨情况，食品加工过程一
目了然。

“系统中的AI功能可以实时抓拍食堂后
厨情况，可以针对后厨人员厨师服和厨师帽
穿戴、口罩佩戴等着装规范行为进行检测识
别，若检测到违规情况，将立即抓拍并触发警
告，实现对后厨作业的高效智能监管。”自治
区市场监管厅相关负责人说。现如今，宁夏
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有了“天眼”——“互联网+
明厨亮灶”智慧系统，通过该系统，监管人员
可以实时查看学校食堂、餐饮单位后厨，了解
每一道菜的加工制作过程，监管整个流程。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了解到，我区
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当前全区各类餐饮服
务提供者共计 36261家，其中通过视频式、透
明式、敞开式等方式展示后厨的已达 98%。

目前，我区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
系统覆盖率达100%。

“我们将继续扩容‘互联网+明厨亮灶’智
慧系统，让更多餐饮店、校园食堂以及集中供
餐食堂加入‘后厨直播’行列，让‘舌尖上的安
全’看得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消费者吃得
更放心。”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相关负责人说。

“以前餐馆的后厨，顾客难见真容。如
今的后厨大多是公开透明的，通过开放透
明式厨房或视频式厨房，每道菜的加工制
作都可以看到，食材品质、后厨卫生状况等
一眼就看得见。厨房变‘透明’了，我们吃
得也更放心了。”6月 30日 12时许，在太阳
神大酒店就餐的张女士说。记者在太阳神
大酒店大厅观察到，这里设置的电子显示屏
上可以实时看到该店后厨情况，顾客可以了
解菜品加工制作情况。

“通过‘明厨亮灶’，将后厨搬到前台，展
示烹饪过程，让顾客吃得更放心。”太阳神大

酒店餐饮经理夏吉斌介绍，该酒店 2017年引
入“明厨亮灶”智慧食安系统、4D管理，使酒
店餐饮服务透明化、系统化，将后厨的整体
情况实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和顾客进行反
馈，接受社会监督。在一些餐饮企业看来，
推行“明厨亮灶”既是一种责任，也是吸引回
头客的良策。

“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系统迅速抓取、
分析餐饮服务经营者加工制作食品时存在
的操作不规范行为，同时将监控视频向公
众、监管部门、主管部门等展示，形成人人
关注、人人监督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
围。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推行“明厨亮灶”的意义，就在于让群众更
直观地感受来自“舌尖上的安全”。目
前，我区已初步建成“互联网+明厨亮灶”
监管平台，能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督促整
改，减轻基层监管部门的监管压力，提高监
管效能。

明厨亮灶 看得见的放心
——聚焦消费安全系列报道⑤

本报记者 陶 涛

7月 3日，银川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训练场上，
队员们正在开展擒敌术训练。为备战“尖刀·使
命”2024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银川特警聚焦
比武项目组织开展“尖兵”集训。训练场上，队员
们淬炼过硬警务实战技能，有针对性地开展体
能、技战和实战训练。“银川特警一直有‘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的传统，锻炼自己体质、磨炼意志，
提高战斗力。”银川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野狼突
击队副大队长郭迪说。

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众人合力扛起200多公斤的轮胎跑上训练场。

→队员们进行110米障碍训练。

磨砺精兵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裴艳 见习记者 李霞霞 ）“以前同时办理几
项业务，需要在多个窗口分别排队，全部办完
得花半天时间。现在，在综合窗口即可办理
所有业务，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姚瑶在银川
市民大厅医保服务大厅综合窗口为家人办理
医保退休业务，不到10分钟就办完了。

姚瑶得以高效办事，得益于医保服务大
厅实施“综合窗口”改革。银川市医疗保障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马丽介绍，今年 5月，医保
服务大厅实行“一窗受理、后台联办”的综合
窗口，实现医保参保、信息查询、异地就医备
案、生育保险待遇支付等业务一窗通办。为
实现高效办理，各个业务科室开展交叉培训、
专题培训，实现了让群众进一扇门、办成一件

事。“改革前，市民来大厅办理医保退休业务
后，如果还想咨询异地就医相关政策，就得重
新叫号，排队等待到其他窗口办理。企业办
理多项业务，要分别到不同窗口多次叫号、排
队。同时，窗口还存在忙闲不均的现象，比如
有的窗口每天叫号超过 100个、有的不足 50
个，容易出现群众办事时在个别窗口扎堆办
理、等待时间长等问题。”马丽说。

“大厅没有设置综合窗口前，我给单位职

工办理退休、补缴医保业务，要到两个窗口分
别办理，等候时间长。现在，在综合窗口提交
材料即可一次性办完所有业务，节省了时
间。”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
作人员刘洋说。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务服务管理科
相关人员介绍，根据《银川市全面推进“高效
办成一件事”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实
施方案》，银川市将实施“综合窗口”改革，推

动公安、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中心等部门
建立“大综窗”，除涉密等特殊情况外，推进各
级政务服务中心逐步取消专业窗口，调整为
综合窗口，力争今年底实现 50%窗口均可办
理综合业务。同时，各县（市、区）将参照银川
市民大厅，落实进驻事项负面清单动态管理
制度，按照“应进必进”原则，加快整合单设的
政务服务窗口，今年底提高事项进驻率至
95%以上，2027年底全部进驻。

缓解多窗排队忙闲不均

银川政务服务“一窗通办”提升群众办事质效

本报讯（记者 张慈丽）“常压装置切料停工！”7月 3日 9
时，宁夏石化生产调度一声令下，宁夏石化炼油装置按计划
安全正点停车，全面进入装置大检修阶段。这是该装置继
2011年扩能改造后首次实现“四年一修”。

此次检修为期 58天，共计 6983项检修项目。宁夏石化
以“消瓶颈、除隐患、降能耗、增效益，实现产品质量升级、装
置本质安全和长周期运行，力争实现‘五年一修’”为目标，以
实施汽油结构调整与质量升级技术改造红线项目（MIP）为主
线，同时开展DCS/SIS系统升级改造等重点项目，检修前，该
公司持续开展装置运行问题排查及专项排查，全面推进大检
修精准立项，建设精益化大检修平台。

自 2020年炼油装置大检修后，该装置进入了新一轮长周
期连续运行周期。此轮生产周期实现装置长周期连续运行
1417天，创造了该公司长周期运行“长跑”新纪录，并首次实
现炼油装置“四年一修”目标。本轮生产周期内，宁夏石化圆
满完成原油加工量、汽柴油和航煤生产量、市场销售量等公
司重点生产经营目标，以高品质炼油产品满足了宁夏及全国
其他地区市场需求。

为确保炼油装置大检修工作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宁夏
石化建立了“四位一体”安全监督网格安全管控，实施网格化
无盲区安全监管模式，进
一步加强“三个环节、两个
界面”管控，为安全平稳、
绿色环保、优质高效完成
装置检修提供可靠保证。

推动技术改造升级 着力提高生产效能

宁夏石化炼油装置实现“四年一修”

本报讯（记者 马忠）“我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近日，一
起劳务纠纷的当事人李某向回访的永宁县司法局闽宁司法
所工作人员说。原来，案件调解完后，李某仍因施工方没有
支付逾期工程款而造成经济损失，心里不舒坦。闽宁司法所
联合心理咨询师上门谈心，一方面与施工方联系督促其按时
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面与李某敞开心扉释法说理，最终解
开了李某的心结。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这是永宁县司法局提升“事
心双调”调解工作质效，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一大举
措。今年，永宁县司法局从多维度夯实基层调解组织建设，
绘就永宁塞上好“枫景”，让司法温度可感可触。建成“塞上
枫桥”社会治理中心，一站式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建成多个
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专业化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创新
成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委会、民商事调委会等多个专业性行
业性调解委员会，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层。全覆盖建
立“塞上枫桥”人民调解室，推进“事心双调”。

自“事心双调”工作机制建立以来，永宁县司法局多措并
举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让“案结事了”变“事心双解”，有
效维护了辖区和谐稳定。下一步，永宁县司法局将不断探索

“枫桥经验”永宁新实践，在望远镇四季鲜物流中心建立调解
委员会，推进物流行业矛盾纠纷化解，做好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法律服务，推进纠纷合理合法化解。

永宁县多元解纷画好“事心双调”同心圆

本报讯（记者 马越）日前，记者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宁夏分行获悉，今年以来该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金融
支持力度，截至目前累计为宁夏 300多户科技型企业发放贷
款超9亿元，跻身全区科技金融生力军行列。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列为“五篇大文章”之首，
体现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引领
作用。邮储银行宁夏分行充分认识到高质量发展科技金融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完善科技金融业务管理机制，强化
前中后台协同，切实配套各类资源保障，推动分支机构及营
销人员做好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邮储银行宁夏分行首家
科技支行在石嘴山市正式挂牌成立，通过深化科技创新与金
融服务融合，为地方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
金融支持，助力宁夏地区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开启科技金
融服务新篇章。

为更高效、全面服务“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中小企业等科创企业发展，邮储银行宁夏分行进一步加
大对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逐步构建起科技金融专属

“线上+线下”贷款产品服务模式，完善科技型企业信贷产品
体系。率先打造符合科技创新类企业特点的金融信贷产品

“科技创新贷”，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科技创新推出小
微易贷线上贷款产品，依托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企业创新积分制”，对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范围内拥有
“创新积分”数据的科技型企业，开发出“创新积分贷”产品，
精准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

邮储银行宁夏分行：

加大对科技型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7 月 3 日，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黄花村村民在采摘辣
椒，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今年，黄花村共种植 210亩“智椒
202”辣椒品种，预计亩产可达 4000公斤。发展辣椒种植产
业，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增加了农民和村集体经济收入。

本报见习记者 李宏亮 马赛尔 摄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雪梅）7月 3
日，记者从宁夏路跑运动协会了解到，2024宁夏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区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定为 9月 16日
举行，7月5日10时报名通道将开启。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也
被称为“醉美酒庄马拉松”，在每年春季和秋季分别举办花季
赛和金秋赛。今年的金秋赛设置半程马拉松（专业组
21.0975公里）和“醉美”酒庄跑（业余组 6公里），参赛人数分
别为 4800人和 1200人。赛事起点设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羿
射箭主题综合运动中心，将按成绩采取分区发枪。

9月，贺兰山东麓 58.3万亩酿酒葡萄将陆续成熟，“醉美
酒庄马拉松”将围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酒庄
进行。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半程马拉松路跑
双季赛（金秋赛）7月5日开启报名通道

“婚丧嫁娶要简易，勤俭持
家要牢记……”7月 2日，一阵
快板声在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
街街道新园小区长廊响起。

为引导居民转变思想观
念，当天，满城北街街道紫馨苑
社区在新园小区长廊开展“一
问一答知新规·一唱一和树新
风——移风易俗”宣传活动。

“提倡新式办婚礼，男女双
方都欢喜；亲朋随礼不要多，
礼轻人重乐呵呵……”紫馨苑
社区工作人员打着快板，唱着
脍炙人口的移风易俗宣讲词，
吸引居民们纷纷来到长廊，一
边打节拍一边跟着哼唱。

“这个词说出了大伙儿的
心声。现在办个酒席，随礼随得人头疼。”小
区居民范玉柱说。

随后，紫馨苑社区工作人员用生动的案
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们宣讲了培育
家风等相关内容，并积极倡导树立正确的婚
姻家庭观念。

“树立新型婚俗观，可以举办哪种类型
的婚事？”

“大家对于高价彩礼如何看？”
在“一问一答”知新规环节中，居民们积极

参与移风易俗知识问答，并展开了激烈讨论。
“我女儿结婚时没要彩礼，只要他们过

得幸福，就不要给小两口太大压力，谁也不
想刚结婚就还一堆外债。”居民刘爱云说。

“以前办个丧事，小区几天不得安宁，天
天吹吹打打。现在好了，大家的素质高了，
不扰民了。”在新园小区住了数十年的居民
王桂芳说。

“我们社区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
移风易俗宣传活动，进一步转变居民思想观
念，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紫馨苑
社区党委副书记幺玉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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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日，走进中宁县鸣沙镇彭家大疙
瘩山上的枸杞综合加工服务中心施工现
场，只见一辆辆挖掘机和装载机挖运土方
打地坪，一排排枸杞烘干房建成投用……

近年来，随着鸣沙镇吸引宁夏杞鑫种业
有限公司、宁夏金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等抱
团上山发展枸杞产业，服务配套设施面临短
板。为加快推进枸杞采摘、加工、销售一体化
产业，该镇今年投资 570余万元，就近在位于
彭家大疙瘩山上建起五道渠村枸杞综合加
工服务中心，有效破解枸杞务工难、加工难
和储存难。

记者看到，工人们将一车车采摘好的
枸杞搬运下来，经过简单清洗后，送往烘干
房进行 30小时不间断烘干，然后再收集装

袋。“以前没有烘干设施，只能拉到城里进
行烘干，不但效率低，而且耗费大量劳力。
如今建起了 5座烘干房，每 30小时可烘干枸
杞 24吨，大大解决了枸杞初加工难题。”中宁
新杞农枸杞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

在已建成的劳务驿站，一排排活动板房
搭建完毕，板房内水电全通，每间还设置淋浴
间和洗漱间等，大大改善了采摘工的生活条
件。目前，已经建成 200间活动板房组成的
劳务驿站，可一次性解决 800名采摘工的生
活住宿问题。“枸杞基地不但解决了我们的住
宿问题，而且在基地提供用餐，打消了我们的
后顾之忧。”来自河南的采摘工马秀英说。

此外，中宁县在已建成彭家大疙瘩一期
枸杞供水工程前提下，今年又投入 6449万元

建成彭家大疙瘩二期枸杞供水工程，为当地
1.7万亩新植枸杞标准化基地提供灌溉水源，
为同步实施高效节水农业项目创造了先决条
件，提高了项目区水资源利用率和灌溉保证
率，有力推动“枸杞上山”扩容提速，改善农业
生态环境，促进土地综合利用向合理、高效、
集约型方向发展。

“该枸杞加工服务项目主要包括枸杞
烘干房、冷库和劳务驿站等项目，截至目前
已基本建成烘干房和劳务驿站，冷库项目正
在加紧施工中，预计今年 7月底全部建成投
用，将有效解决当地枸杞基地务工采摘难和
加工烘干等难题。”鸣沙镇副镇长李广东介
绍，枸杞综合加工服务中心建成后，每年可为
五道渠村带来二三十万元的村集体收入。

枸杞“上山”服务搬家
本报记者 蒲利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