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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离不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泛开
展，也离不开互嵌式社会结构和
社区环境的有力支撑。

N 第三只眼

风吹麦浪，丰收在望，宁夏引黄
灌区 43 万亩小麦进入收获阶段，其
中灵武市通过无人收割机助力麦田
夏收的场景尤为亮眼。随着农民手
指在控制屏上轻轻一点，不远处的智
能无人驾驶收割机便开始了作业。
据估算，当地万亩小麦 10 天内即可
实现“颗粒归仓”。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奔涌，如
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不只应用于城市，也逐渐走
向田间地头。过去老辈人使用的锄
头、镰刀等重要农具许多已成为陈列
品，农户代代口耳相传的“看天种地”
经验也不再是“金科玉律”，取而代之
的是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农具纷纷

“上岗”，不仅大大提高了耕地利用

率、机械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也让
农业生产变得更科学、更智慧、更精
准、更轻松。

现代农业是一个十万亿级的大
市场，蕴藏着巨大的机遇和潜力。毫
无疑问，将更多人工智能、5G 应用等
技术引入农业领域是未来大势所趋，
农业数字化也必将大有可为。然而，
知易行难，为农业插上数字化翅膀，
并不是农业和数字化的简单相加，而
是二者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需要长
时间的积累和持续投入，切忌急于一
时，也不能抱着“吃快餐”的态度应付
了之。只有结合本地农业发展现状、
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做好长远规划，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才能推动农业
生产驶入数字化发展轨道。

让农业与数字化撞出化学反应
孙莉华

据报道，银川市委组织部、社会
工作部联合印发《银川市村社区基层
减负〈指导目录〉试点工作方案》，确定
在西夏区全面开展村社区具体事项
自治、协助和取消类目录试点工作。

基层是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基层干事创业风气如何、干
部工作状态如何，直接影响政策落实
和群众口碑。然而，近年来不少基层
一线存在权小责大、人少事多等现
象，“件件是重点、样样都要管”的工
作模式，让不少基层干部感到无力和
困惑，甚至出现疲乏倦怠等不良情绪，
损伤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无益于基
层事业发展。

“小马拉大车”现象的出现，说到

底还是和权责边界不清、角色超载有
很大关系。破解“小马拉大车”难题、
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活力，也成为
当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项紧迫
任务。要应对好这一难题，首先自然
是做好“减法”、明晰权责，给“大车”
减负。比如，此次银川市印发指导目
录，“清单之外无事项”，就让干部减
负有了清单、干事有了依据，最大
程度保证了工作效率。当然，减负的
目的是让“小马”拉得动、跑得快，更
好地服务群众，就此而言，为“马”赋
能同样重要。进一步放权于基层，让
基层干部少一些压力与阻力，如此，
才能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好
环境。

既为“车”减负也为“马”赋能
沈 琪

最近，一部由同心籍编导制作、
当地群众本色出演的民俗方言微电
影《这时那时》在网络上火出了圈。
视频上线一周，播放量就冲破 500 万
人次，吸引全国网友一路“追剧”。

没有大牌明星加盟，也没有跌宕
起伏的情节加持，这部充满“土味儿”
的微电影何以破圈吸粉？其实，仔细
观察就会发现，真诚的演技、熟悉的
乡音和充沛的感情，是这部微电影的
最大亮点。在充满生活气息和现实意
义的剧情中，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
温度的人物形象跃然眼前，不仅让观
众看到了身边的动人故事，更在潜移
默化中将倡导乡村婚嫁新风、彩礼重

归于“礼”的时代风尚展现得淋漓尽
致，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更汇聚起正
能量，实现了流量与口碑的双丰收。

乡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资源宝
库，能为文艺创作提供大量优质素
材。《这时那时》的出圈让我们看到了
乡村文艺作品的无限可能，也让我们
相信，更多植根现实生活、反映人民
关切、挖掘乡村文化精髓、展现乡村
发展新貌的乡土文艺作品的出现，必
将充分展现出独属于乡村的勃勃生
机和无限希望，也定能在不远的将来
化流量为增量，吸引更多人了解乡
村、来到乡村、留在乡村，为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力。

用更多出圈作品助力乡村振兴
赵 慧

什么是民族团结？怎样做到民族团结？
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难有标准答案，但
生活在宁夏的各族群众却能用现实画面
作出解答：

在海原县幸福花园，汉、回、东乡等
民族居民时常围坐在小区广场，一边津
津有味地“追剧”，一边欢声笑语地分享
日子越过越红火的亲身经历；而吴忠市
金花园社区，回、满、蒙、藏等民族居民占
了近一半，在这里，“百家宴”“社区邻里
节”经常举办，邻居之间犹如兄弟姐妹，
闲时一起热闹，忙时彼此照应；在银川市

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汉、回、满、蒙、藏
等各族群众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
吃一桌饭的场景不时出现，这也让该社
区成为远近闻名的和谐社区……

塞上山川，共建共享，类似的镜头很
多，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在一起、工作
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娱乐在一起、守望
相助在一起”，也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人越走越近，心越融越亲。近些年
来，宁夏各项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全面进
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区紧紧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
拓展“5585”创建模式，引导各族群众在

“互嵌”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让“三个离
不开”“五个认同”深入人心，使各族干部群
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人心齐
了，发展的动力自然足。从现实来看，也
确实如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离不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广泛开展，也离不开互嵌式
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有力支撑。也就

是说，推动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让大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才能形成珍惜和维护民族
团结的大好局面，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

作为民族地区，宁夏过往的发展已
然印证了这一点，面向未来，在推动各族
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上更有义不容辞的责
任。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
时强调，“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把各
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到一起，共同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盛举”，更对宁夏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示范区提出新要求，要“依法治
理民族事务，着力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
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
入的实践路径”。殷殷嘱托，指引方向。

“着力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
境”，蕴含着总书记对宁夏的无限期望，
也深刻说明，通过互嵌式结构促进交往

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
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
入，才能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
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新形势
下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
作的迫切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
由选择。

互嵌共融，同心同向。积极推进各
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
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加快建设互
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主动创造更
加完善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长城花园”式
社区遍布塞上山川，民族团结之花就必
定会持续香沁宁夏大地，让各族群众在
深度交融中奔赴美好未来、共享幸福生活。

让“长城花园”式社区遍布塞上山川
虎 权

提到“零工”，你会想到什么？是马
路边、桥头旁，举着牌子寻找工作机会
的木工、瓦工、家政等劳动者？如果是
这样，你的答案就“out”了——

如今的零工市场，不仅能喝上热
水，能给电动车充电，电子屏还每天准
时发布务工信息，还有劳务经纪人帮忙
找活，而这样的零工市场我区已经建
成了 23 个；现在的零工就业，更不同
于以往的盲目等待，通过在线用工平
台，匹配对接、应聘报名、结果确认等
环节就能实现“一网通办”。据统计，今
年以来我区已举办线上招聘 174 场、

“直播带岗”351 场，提供岗位 19.6 万
个。经由网络的加持，清晨还在山里
务农的农家妇女，随着手机订单的到来
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家政服务师”；还
未毕业的大学生，通过零工市场在线
平台，即可应聘成“零工导游”“零工修
片师”；还有一些高技术人才，下班之后
也能游刃有余地担当地方企业的“技术
零工”……

近年来，伴随着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业的不断发展，就业形式、劳动关系
也衍生出新形态。无论是外卖送餐员、
代驾、网约车司机，还是网络主播、短
视频作者、线上教育培训师、企业共
享员工，大量时间自由、灵活性强的
岗位不断涌现。而职业内涵的不断

延伸，催生了火热的零工经济，让路
边逢人就自荐吆喝的“马路零工”成
为历史，也吸引吸纳了众多高素质的
年轻人，成就了一种新兴蓬勃的就业

形势，既可接纳灵活就业群体，也能救
济短期失业群体，还能为不少“斜杠青
年”提供一方发展新天地。

从“零”到“灵”，新零工正在形成

新趋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
据显示，目前中国灵活就业的从业人
员 规 模 约 2 亿 人 。 有 机 构 预 测 ，到
2036 年或能达到 4 亿人左右。这也就
意味着，零工经济再也不是就业市场
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补充，相反，它很
可能成为体大面广的新兴业态，将有
力 缓 解 就 业 压 力 ，成 为 吸 纳 就 业 的

“蓄水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劳动者

而言，有工可打就有钱可赚，这关系
到一日三餐，更关系到他们在城市的
生存和发展。对地方发展来说，零工
市场能为社会提供大量工作机会，解
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因而，
推动零工市场活起来、火起来，不仅
是生计所需，更是民生大事。为此，
相关部门不仅要积极行动起来，继续
优化线下线上零工市场，让每个零工
的工时排得满满的，还要引导和组织
工友们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让零工的
饭碗含金量更高。最为重要的，要强
化引导和监管，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用实打实的
措施切实解决“生计所需”，激活零工
就业的“一池春水”。

乐见从“零”到“灵”的就业新趋势
宫炜炜

“月茫茫，天苍苍，我的前途尚有一线之曙
光。虽然年迈已古稀，但党对我的教育难忘。
有朝一日见太阳，实现理想，为祖国的建设大
干一场。”这是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员惠连华
写给女儿惠长春的随笔，在父亲的耳濡目染
下，惠长春拥有很多红色记忆。

“我爸爸是河北张家口市人，1907 年出
生。”惠长春回忆道，“爸爸 15岁时到张家口农
民运动讲习所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1926年，经共产党人王仲一和刘执华介绍，
惠连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于惠。1927年，

他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传递北京和张家口
之间来往的信件、情报。那时候没有电话，虽
然京张铁路 1909年已建成，但由于火车上有
不少北洋军阀的部队和日本人，惠连华不能乘
车，只能靠两条腿步行。

“当时去北京非常艰苦，没有吃的、喝的。
我爸爸有时候带两个土豆，有时候带个窝头，
一去就是 3天，回来最少也得 3天。如果情报
送不到，他就要待在那儿，但他从来没有叫过
苦。”惠长春说，支撑父亲坚持下去的就是信
仰，“爸爸曾说，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
“我这一生，都沐浴在党的阳光和雨露之

中。”惠长春出生于 1941年，8 岁入伍成为解
放军战士，是银川市唯一入伍的“红小鬼”。

“这是部队给我的爱称，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当时，我认为我就是共产党员，但爸爸说，
你是一个小兵，先当一个合格的兵，长大才能
入党。”

1986 年，惠长春终于实现自己的理想。
“爸爸说，长春，咱俩是同志了。”说到这里，惠
长春热泪盈眶。

聆听口述历史聆听口述历史 探寻银川记忆探寻银川记忆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月儿 马霄鹏 文/图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银川市档案局、银川市档案馆联合开展“聆听
口述历史 探寻银川记忆——银川市档案馆离退休老干部及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历史”工
作，在全市范围内发布征集令，挖掘银川市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不同时期有
代表性的老党员、老干部光荣事迹，围绕“一人、一主题、一档案”，通过采访录制音频
视频、整理文字等形式，开展“口述历史+档案征集”工作。

在6月6日进行的银川市离退休老干部及抗美援朝老兵口述档案直播活动中，4名
不同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回忆往事。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讲述，一起探寻银川记忆。

“今天是 1997年 7月 15日，
闽宁村在一片干沙滩上破土动
工了……”永宁县闽宁镇福宁社
区党支部书记刘作新的工作笔
记记录了这里的发展变迁。

“1994 年我参加工作时，这
里叫玉泉营经济开发区。30年
前相当荒凉，用四句话形容——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沙滩
无人烟，风吹沙粒跑。”刘作新初
遇闽宁镇，这里是茫茫戈壁。

1997年 7月，这个地方被命
名为“闽宁村”。“我们着手把西
海固地区的农民搬迁过来。当
时计划搬迁 800多户 3000多人，
今天的闽宁镇有 6 个村、1 个社
区、6.6万人口。”刘作新说，开展
脱贫攻坚工作，他们入户摸清每户家庭
基本情况，包括有几口人、有多少学生
和劳动力、家里人需要什么就业岗
位、孩子上学有什么困难等。接着组
织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研究研
判，针对每一户制定详细计划，进行结
对帮扶。

2021年，以闽宁镇建设故事为原型
的电视剧《山海情》播出后，不少刘作新
的老同学关心地询问闽宁镇如今的发
展情况，在海原县开展扶贫工作的老
师还特地带领学生参观学习。“故事
情节历历在目，就是当时我们走过的
路，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催人泪下。”
刘作新说。

闽宁镇农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从开发建设初期的 500元，增长至现在
的 1.78 万元；原先街道上只有几间平
房，现在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公交车一路通行到银川市内。“变化
确实很大，绿树成荫，安居乐业，是真正
的塞上江南！”刘作新说。

退休前，石小元是宁夏京剧团副团长，见
证了剧团在这片土地上作出的贡献。

1958年 9月，中国京剧院四团由北京迁至
银川，成立宁夏京剧院，后改为宁夏京剧团。
那年石小元 5岁，随父母、剧团其他演职人员
一起来到银川。他至今记得火车停靠在银川
站时的情景：窗外没有站台，只有几顶帐篷和
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

“刚来时，我们住在银川市文化东街 1号

院，那是一个年久失修的院落，门窗特别破旧，
没有自来水，用水全靠人工运送。后来政府
为剧团拨了一块地，在今天的上海新村方
位，一共 4 排房子，打土坯拉砖，都是剧团自
己盖出来的。”令石小元印象深刻的是，不仅
住宿条件差，练功条件也很艰苦。“有些演员
半夜 3 点借着月光练基本功，早晨上班再练
一遍。”

1964 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

会上，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观看宁夏京剧团演
出的《杜鹃山》，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
念。石小元一边说一边展示合影，当时他还是
一名小学员。

《杜鹃山》一炮打响，饰演女主角柯湘的
演员李丽芳在演出这部戏后被调往上海京
剧院，出演革命样板戏《海港》的女主角方
海珍。“宁夏京剧团在艺术上的造诣，在文
艺界广为人知。”石小元骄傲地说。

20世纪 60年代，在国家“三线建设”政策
号召下，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而来支持宁夏建
设。《西北轴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祁国平带来一张老照片——贺兰山深处，厂房
整齐矗立，这是原西北轴承厂大水沟旧址图片。

1965年11月，西北轴承厂（以下简称“西轴”）
第一批 12位建设者来到宁夏。按照“靠山、隐
蔽、分散”原则，厂址最终选在平罗县崇岗镇北
的大水沟中。

“在贺兰山大水沟里，最大的问题是用水
难。当时用水量能达到 1天 6500吨，但在贺兰
山下生活，用的都是地下水，特别是冬天，水抽不

上来。这是“西轴”第一次搬迁的主要原因。”祁
国平回忆，1981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发文同意西
轴与银川轴承厂合并，成立西北轴承总厂，同时，
自治区机械局同意宁夏喷灌机械厂与银川轴承
厂对调厂地。终于，1983年，西北轴承厂开始了
由贺兰山大水沟向银川市西夏区的10年搬迁。

“边生产边搬迁边基建，在没有向国家伸
手要一分钱的情况下，我们把山上的工厂整个
搬迁下来，可以说创造了我国三线企业在搬迁
史上的一个奇迹。”祁国平说。

建厂初期，“西轴”只能生产 309轴承（现
称 6309轴承），经过近 60年发展，现在能生产

九大类 8000多种规格轴承，涉及的行业包括
轨道交通、石油机械、冶金轧机、矿山机械等，
铁路货车轴承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曾达 40%，
石油机械轴承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曾达80%。

“过去有一个‘哈瓦洛西’说的是中国四大轴承
厂，就是哈尔滨轴承厂、瓦房店轴承厂、洛阳
轴承厂和西北轴承厂。”祁国平说，“NXZ（宁
西轴）”是被市场始终认可的“中国驰名商标”。

“西轴”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坎坷。2021
年，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成为西北轴承厂实
控人。“这 3年我们走得很稳，活力四射的新西
轴又将驰骋在国内市场上。”祁国平说。

“长春，咱俩是同志了”

绿
水
青
山
闽
宁
情

宁夏京剧团的粉墨春秋

贺兰山下“西轴”创奇迹

石小元（左）分享宁夏京剧团的故事。

刘作新讲述闽宁镇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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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长春展示自己10岁时的全家福。

漫画漫画 李雪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