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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
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
展才有动力。

N 第三只眼

漫画 李雪

“磨剪子嘞、戗菜刀……”曾几何
时，这藏在大街小巷里的吆喝声，是城
市一道独特的风景，手艺人们走街串
巷，给千万家户带去方便。然而，随着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那熟悉的吆喝声却
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曾经于街头巷
尾就能找到的鞋匠摊、修车点、裁缝铺
也悄然失去了栖息之地。有时鞋底有
了磨损、衣服拉链坏了、雨伞断了伞骨，
也找不到地方修补，只能无奈舍弃。

一边是“小修小补”摊点日渐稀少，
另一边，却是城市居民生活中依然存在

“零散修补”的刚需，找回熟悉的烟火
气，让“小修小补”回归生活，似乎成了
越来越多人的期待。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近年来，许
多地方都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小修小
补”等便民业态发展，有序引导“小修小
补”回归居民日常生活。比如银川市金
凤区，就在满足条件的社区和工会驿站
打造“便您生活铺”，投入使用的已有 9
处；金凤区综合执法局也统筹利用公共
设施资源，打造 33个“小修小补”便民
维修点，为居民提供“微”服务……

于城市居民来说，“小修小补”是细
化到生活中的小场景；对城市管理者而
言，对“小修小补”的关注，则体现着城
市治理的温度、精度和效能。实事求是
地说，在细碎的工具撞击声中，让“小修

小补”融入城市，让人民群众于细微处
感受到城市温度，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它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城市治理理念
的更新与提升。而随着城市治理越来

越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在细节处下功
夫，于细微处发力，也成为许多城市管
理者的共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前段

时间，银川市兴庆区关注到城市里的通
信线缆箱容易出现箱门敞开、底盖脱
落、线缆外露等问题后，就为辖区近万
个通信线缆箱体检维修，各类箱体美化
后成为街边一景；再比如，我区多个城
市将不起眼的“边角料”打造成市民身
边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实现了“四
季有彩、季季有花”的效果……可以说，
城市治理千丝万缕，一针一线关乎品
质，这些以绣花功夫发力的细心之处，
就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深刻道理：城市之
美，在于精耕细作，在于精雕细琢。

一砖一瓦，建高楼大厦；一针一线，
添烟火气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
人，都乐于在一砖一瓦的变化中，感受
城市建设的日新之美、日进之美。但无
论城市如何更新、如何变化，都要以人
为本、为民服务，这才是城市建设的目
的和尺度。换句话说，哪怕再繁华的城
市，也应当容得下“小修小补”的存在。
所以，在城市治理中，不妨多站在城市
居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一些精耕细作
的施政、多一些便民考量的主动，用一
针一线绣好城市治理这门手艺，用一砖
一瓦垒起便民之城。如此，城市才能真
正成为美好生活的空间载体。

城市之美，在于精耕细作
沈 琪

“人民至上”，只有简简单单四个字，
却蕴含极深之意，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
位置最高、分量最重。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党，各族群众、家家户户都是我的牵挂”

“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
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
位”……6月 19日，在银川市长城花园社
区考察时，总书记饶有兴致地观看居民
剪纸创作、舞蹈排练，鼓励退休居民既要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在
居民赵守成家中，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拉家常，为他们的幸福生活点赞，
鼓励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从与乡亲们亲切握手、聊家常，到了

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再到关心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丰不丰富，总书记每到一处地
方，问得最多的，都是关乎群众生活的点
点滴滴。实打实的关怀与牵挂，见证“枝
叶总关情”的人民情怀，也映照出共产党
人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从历史中走
来，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是我们党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数事实
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
代化观，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
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

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
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正如毛
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
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
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看看我们身边，林间小路环绕湖水，湖岸
边绿树成荫，推窗见绿、开门入园的高品

质小微公园日益增多，为城市街角增添了
一抹美景，也让市民们觅得了浓浓的幸福
感；在银川市文化艺术馆秦腔传承保护基
地剧场，只需1元钱，群众就能畅享《忠保
国》《杨门女将》等有滋有味的秦腔盛宴；
还有宁南山区，借助“互联网+医疗健康”，
很多群众不用远途奔波就能与全国名医
名院“零距离”接触……从摆脱贫困，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走向现代化，那些
发展进程中的民生实事、温暖画面，是我
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真实写照，也是
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
民团结奋斗的最好印证。

看今朝、想过往、思变化，或许，我们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民生之切、
对于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中把“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排在首位、对于自治区党委十
三届八次全会同样把“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放在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实践路径的第一位，就会有更为深刻

的理解和感悟了。
而今，过往已逝，未来“道阻且长”。

如何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人民脸上的幸
福笑意？如何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为现实？还是那句话，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尤其是宁夏，在追赶超越、建
设美丽新宁夏的征程上，我们会面临更
多的挑战和风险，但越是形势严峻复杂，
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要紧紧依靠
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按照总书记
要求的那样，牢记党的宗旨，厚植为民情
怀，真正做到把“人民至上”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就一定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
强大力量，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系列谈之一

宫炜炜
近年来，银川市积极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民营经济
也以实绩回馈经济社会发展。据统
计，银川市共有 274个村，村村都能
见到民营经济盎然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的局面。

从促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到
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银川市的
实践充分证明，作为市场经济的微
观基础和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民营
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敏锐的
市场嗅觉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不断
推动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涌
现，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但从整体上看，我区民营经
济的发展基础还相对薄弱，其中既

有中小企业自身抗压抗风险能力较
弱等原因，也有小微企业创新能力
不足等因素，这些“发展中的困难、
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信心。

孕育繁茂森林，离不开充足的阳
光、雨露。同样，民营经济拔节生长，
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只有不断
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
门、旋转门，进一步改善和优化营商
环境，当好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

“娘家人”，让企业在长足发展过程
中，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参与到乡
村振兴中来，才能真正助推民营经济
驶上健康、高效、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道，助力民营企业“枝繁叶茂”。

助力民营企业“枝繁叶茂”
尉迟天琪

在贺兰山上喂岩羊、在鸣翠湖
绘荷花、在军博园参观银川舰……
随着暑期来临，银川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研学团队前来“打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宁夏素
有“中国生态微缩盆景”之美誉，自
然风光旖旎，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推
出的 4 条精品研学游线路、22 条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吸引了区内外众
多学生前来研学、游玩。尤其是今
年，我区别具匠心推出的一系列创
新研学产品，如“岩羊奇遇记——喊
羊专班”、森林探险家、“一颗莲子的
旅行”等，一经推出就人气爆棚，深
受孩子们的喜爱，更推动我区研学
游市场持续升温。

从博物馆到大美乡村，从人文
古迹到科普基地，从自然景观到革
命遗址，研学场景不断“上新”，孩子
们在“行走的课堂”里开阔眼界、释
放压力、收获新知。而作为一种“教
育+旅游”的新业态、新模式，研学游
正好满足了当下许多家庭希望孩子

“游”与“学”相结合的现实需求。需
求就是最好的动力，抢抓机遇，深挖
潜力，做好研学游这篇文章，还需在
寓教于游上下功夫，充分彰显“学”
与“研”潜移默化的魅力。如果一味

“卷价格”、做一锤子买卖，只会无路
可走。相反，潜心做好设计、认真做
好品质，让研学团队游有所乐、学有
所获，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让孩子在“行走的课堂”学有所获
孙莉华

近年来，外卖骑手“小区进门
难”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为破解这
一难题，去年以来，银川市总工会
开展专项行动，通过实行定员配
送、提供限速车辆、打造专属共享
泊位等措施，服务骑手群体。目
前，已实现 225个小区、39个商圈送
餐畅通无阻。

现如今，外卖已经成为城市居
民生活的标配。然而现实中，出于
维护社区秩序、保证居民安全的考
虑，有些小区往往会限制骑手进入，
导致骑手送餐时常面临门难进、车
难停等问题，影响了准点率、好评度
和接单量，引发不少争议。由此来
看银川市总工会推出的这些暖心举

措，既配合了物业管理，也为骑手节
省了配送时间，有效缓解了业主、物
业与骑手可能产生的纠纷，实现了
居民生活便利、骑手体验优化、社区
秩序良好的多方共赢，值得点赞。

推行“骑手友好”之举，让城市
充满温情，不仅是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关爱和支持，更是优化城市
治理的有益实践。当然，化解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保障他们
的权益是一个庞大工程，只有汇集
多方智慧和力量，以精准服务、精准
管理，推出更多温暖举措，创造更好
的从业环境，才能让他们拥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助力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骑手友好”传递城市温情
赵 慧

想黄河母亲纯朴的脸
你静静地等在古渡边
马兰花依旧插在发髻间
沧海桑田故乡已换新颜
永远不变的乡音在耳边
……
6月，一首描绘塞上江南、神奇宁

夏的原创歌曲《思念如沙》，在国内外
音乐圈激起波澜。词曲大气、旋律浑
厚，既唱出了宁夏人的归属感，也激发
了外地人对宁夏的向往。

“这些年，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踔厉
奋发，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迫切需
要一首歌曲表达心声，《思念如沙》应
运而生。”宁夏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沈自龙接受采访时讲述了歌曲的
创作过程。

“我第一次见到舒楠便被其温润
的艺术气质打动，开门见山地表达了
诉求。他欣然答应，并相约春天来
宁。”沈自龙谈起了与《思念如沙》创作
者舒楠的相识，“其实来宁之前，舒楠
做足了功课，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后，
他认为已完成的 8支歌词都‘太单薄’，
不足以支撑西北的厚重。临上飞机
前，他与我拥抱作别并承诺，表示要为
宁夏写支歌。”

舒楠作为作曲家，很少词曲兼制，
宁夏人民纯朴真挚的情感，是打动艺
术家的“金钥匙”。今年 5月底，《思念
如沙》正式发布，持续半个月占据国内
新歌榜单前列，曾一度位列榜首，点击
量达2000多万。

回想歌曲从策划到发布经历的大

半年时间，沈自龙感触颇深，他说：“宁
夏历史文化厚重，地域特征鲜明，是音
乐创作的不竭源泉，《思念如沙》的传
唱必将提升宁夏的美誉度，带动更多
人了解宁夏、讴歌宁夏。”目前，专业团
队正在宁夏境内录制歌曲MV，力争画
面和歌曲相辅相成，呈现黄河流润宁
夏川、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壮美画卷。

10年来，宁夏演艺集团用大刀阔斧
的改革激活演职人员创作激情和演出
质量。国家一级演员邓星明、马慧茹的
作品《大黄河》《马兰花》和《他乡似我
乡》，先后荣获“文学艺术奖”“贺兰山文
艺奖”和“原创歌曲全国征集评选金
奖”。同时，一批青年歌手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其中孟成军、王雪代表宁夏参
加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

舒楠来宁期间，到宁夏演艺集团
观摩排练，寥寥几语点拨，令本土歌手
茅塞顿开。

马慧茹说：“从业 20年来一直在歌
唱宁夏，我认识到，作为本土歌手，突
破点就在于用最接近当下大众审美的
音乐作品把宁夏‘推’向听众。”

同样找到突破点的，还有国家一
级作曲家邓宁东。作为宁夏本土作曲
家，他谱曲的《暖锅儿》《篙子面》等展
现地域特色的原创音乐传唱度颇高，
为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创作的
歌曲《逐梦大战场》，引发央媒关注。
邓宁东说：“音乐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
里的劳动人民的写照，发展流行音乐
就是将现代元素融入到千年传承的民
族智慧中，为民歌注入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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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声 里 的 宁 夏
本报记者 王晓龙 白 茹 文/图

歌曲《思念如沙》词曲作者舒楠在贺兰山岩画景区采风，寻找创作灵感。

摄制团队在沙湖旅游景区为歌曲《思念如沙》录制音乐MV。
作曲家程牧（右）在新创歌曲座谈会上发言，与业内专家共同探讨歌

曲的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