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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我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长城、边
塞、丝路等多元文化交融激荡，多民族和谐共生；

这里得黄河灌溉之利，素有“一城湖光半城景”的“塞上
湖城”美誉；

这里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向西开放重要窗口、
中阿博览会永久举办地……

这里，就是有着21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银川。
2020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赋予宁夏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任务。
2024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强调，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写好
宁夏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指引，宁夏首府银川市以建设先行区示
范市为目标，向着宜居幸福的文化名城、绿色秀美的水韵湖
城、创新开放的区域中心不断前行。

兼收并蓄，多元文化映古今

秋日暮晚，贺兰山的轮廓渐渐隐于天际，山脚下的银川
城华灯初上，伴随升腾的烟火气，千年古城在夜色中绽放出
别样的生机与魅力。

漫步公园广场，胡琴声、风琴声、练歌声，声声相继；走
进剧院茶馆，看表演、听曲艺、赏非遗，场场精彩。

历史上的银川，地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
前沿地带，是河套平原上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
心，积淀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源。

溯源而上，在跨越距今 4万年至 1万年的漫长时间里，
黄河岸边的水洞沟古人类，在今天的银川市灵武市水洞沟
遗址，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
以及火塘等遗物、遗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说，1923年首次发现并发掘的水洞沟遗址，纠正了“中国没
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

与黄河遥遥相望的贺兰山上，古代先民留在岩壁上的
“史书”——贺兰山岩画，讲述着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历史中，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体记忆。

古城银川的正式篇章，要从 2100多年前开始标记。公
元前 112年，在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郊兴建的“北典农城”，被
认为是银川的建城之始。此后，千年岁月沉淀，留下数不尽
的文化瑰宝： （下转第二版）

塞上明珠今更殊
——解码古城银川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何晨阳 任 玮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 前签署命令，发 布
《军队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自2024年10月1日
起施行。

《条 例》坚 持 以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坚持防护
为主、治管并重、全员参
与、军地协作的原则，重
塑管理体制，健全工作
制度，规范运行机制，
着力打造绿色军营。

《条例》共 6 章 50
条，突出思想引领、坚
持改革创新、注重体系
设计，明确军队生态环
境保护目标和任务，衔
接国家政策法规，对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时限、
审批权限以及环评力量
等事项作出调整，细化
军事活动、军事设施、军
事装备等方面的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助力部队
战斗力生成和提升，为
实现生态环境效益与
军事效益协调统一提
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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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论教育》主要篇目介绍

新华社北京 9月 8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教育》，近
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教
育的重要文稿 47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
开发表。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
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
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
行列。习近平同志围绕教育发表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深化了对
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新时代
新征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教育》出版发行

五版

本报讯（记者 王海英 刘祥 王娜）9月6日，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截至目前，
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 25年“双缩
减”。其中，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
的比例，从 1999 年的 61.7%减少到目前的
50.7%，占全区国土面积的比例减少了 11%，
年均减少 0.55%（4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占全
区国土面积的比例，从1999年的 23.2%减少到
目前的 19.3%，占全区国土面积的比例减少了
3.9%，年均减少0.2%（15万亩）。

当日，记者在地处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
的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到，肆虐
的黄沙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停止了疯狂的跳
跃和流淌，温顺地“趴”在麦草方格中。沙丘
上的固沙植物郁郁葱葱，充满了绿色的希
望。近年来，宁夏久久为功，依靠科技带动，
完善不同区域防沙治沙模式，大力发展沙产
业，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重点治理区实现
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
变，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绿进沙退”的省区。

在长期防沙治沙工作中，宁夏总结出不

同沙化类型、程度、区域、立地条件下配套的
综合防治技术和方法。在腾格里沙漠，探索
出固沙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树带、前沿
阻沙带、封沙育草带组成的“五带一体”防风固
沙体系，保障了中国首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的
畅通，人类历史上的治沙奇迹——“治沙魔方”
草方格横空出世；在毛乌素沙地，探索出外围
灌木固沙林，周边乔灌防护林，内部经果林、
养殖业、牧草种植、沙漠旅游业“六位一体”防沙
治沙模式；在盐池县等半荒漠地区，积极推广流
动半流动沙丘麦草方格固沙、种树（灌木）种草
治沙技术，并在乔灌草合理配置、杨树沙柳深
栽、营养袋反季节造林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截
至目前，宁夏完成治沙造林 401.67万亩，现有
林地面积1473万亩，占国土面积的18.9%。

宁夏治沙人继续探索治沙技术的创新，
治沙技术由最初的 1.0版本不断跃进升级。
除了麦草方格技术外，在中卫、灵武、平罗等
地示范推广刷状网绳、蓝藻沙结皮、高效植苗
等新技术，探索实施“草光互补”“林光互补”
等生态治理新模式。中卫市总投资 2.04亿

元，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运用“五带一体”的
治沙防护技术体系，推广刷状网绳式麦草方
格、人工蓝藻沙结皮、“水分传导式植苗器”等
新的技术和模式，打造 24.29万亩锁边固沙生
态修复示范区。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中卫市
累计节省资金 6000余万元，造林成活率提高
25%，防沙治沙成本降低 27%，固沙时间延长
至5到6年，大大提高了治沙效率。

宁夏大力发展沙漠产业，让茫茫沙海变
成能源基地、“花果山”、农民致富的万亩良
田。近5年，全区各类沙漠产业产值达到35亿
元。中卫市利用迎闫公路两侧已治理的 6万
亩沙漠，建立了中卫市沙漠光伏产业园。预
计年可新增上网电量 17亿千瓦时，实现产值
5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 124.6万吨。2013年，
平罗县陶乐镇庙庙湖村，一栋栋现代化温棚
在毛乌素沙地边缘拔地而起。“截至目前，庙
庙湖村建起了万亩沙漠瓜菜基地，有 149栋温
棚，种植小番茄、桃、李、西瓜等，每栋温棚每
年毛收入约 10万元，村集体收入每年超过
200万元。”陶乐镇副镇长王亚军介绍。

宁夏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双缩减”

本报讯（记者 马钦麟
马赛尔）9月8日11时30分，
灵武市宁东镇和宝家园
南门旁的一家食堂门口，
身着统一工服的工人们
从一辆辆公司通勤车下
来，陆续进入食堂排队打
饭。当天午餐两荤一素
配有花卷、米饭，工人们
不花一分钱吃到饱。用
餐结束后，部分人回到楼
上宿舍区休息。这是宁
夏民营企业家张明投资
1500万元打造的“星级”
劳务之家。

张明是宁夏共享人
力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2006年带领几十
人创办劳务公司，如今
发展到近 2 万人。公司
主要招募宁夏南部山区
外出务工人员，他们经
专业培训后，被安排到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五
市各县（区）各大工业园
区，从事园林绿化、装
卸、安装、包装、保安、保
洁等工作，享受社保福
利 ，部 分 岗 位 包 吃 包
住。这一举措让“农民
工”变为城市和园区企业
的“上班族”。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各企业用工需求量大，我
们有 3000多人分别在 30
多家企业上班，解决他
们的吃住问题是公司的
头等大事，投入再大也
有必要，也很值得。”张

明说，为了提升就业服务水平，公司在宁东
镇购买 3000 多平方米商住楼进行装修改
造，一楼设有食堂、便利店、活动室，二楼、
三楼装修了 64间职工公寓，每层楼配备 2台
净水热饮机，每个房间都设有独立的洗浴
间，可住 4到 6人，专供新入职员工、困难员
工免费入住。

劳务之家自 8月中旬投用以来，陆续有
300余名员工入住，加上附近租住上班人员
200多人，均免费享受一日三餐。

泾源县泾河源镇冶家村 46岁村民冶建
贵，在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上班，因 2个孩
子上大学、1个孩子上高中，生活比较困难，
优先住进劳务之家。

“上班一身汗，回公寓美美冲个热水
澡。这是我打工 20多年来找到的最好的一
份工作。”冶建贵高兴地说。

张明是泾源县人，为吸纳更多家乡青壮
年走出大山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今年 7月
中旬他在泾源县成立分公司，在每个乡镇设
立劳务工作站，广泛招人。泾源县黄花乡华兴
村的张波 8月底来到宁东住进劳务之家，开
启了安心无忧的务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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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本报今起开设“见证75年·与共和国同行”栏目，展现
全区各地、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巨变，见证非凡奋斗历程，为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
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加油鼓劲。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闵良）“今年
水产品价格平稳，草鱼每公斤 15.6元至 16元，鲤鱼每公斤
13.6元至 14元，大多销往陕甘宁青和内蒙古，其中青海最
多。”9月 6日，宁夏海永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海
永介绍。

银川市咬定科技不放松，走出一条渔业高质量发展之
路，以占全区 29%的水域面积生产出占全区 46%的水产
品。今年，银川水产品产量预计首次突破8000万公斤，人均
水产品占有量达27公斤，是西北五省区平均值的4.8倍。

9月 6日 10时 30分，贺兰县常信乡寇家湖，海永生态
养殖场的鱼儿从各个角落赶往投喂点。这里有 700亩安
装着光伏发电设备的鱼塘。10时 40分，工人开动风送投饵
机，颗粒饲料被输送至 5米外的水中抛撒，一时间，无数鱼
儿浮出水面掠食。宁夏海永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拥有
4600亩水面，每年提供 9000吨水产品，主要是鲤鱼、草鱼和
鲢鱼。

银川市因地制宜实施三池两坝、生态沟渠、潜流湿地绿
色养殖模式，科技赋能传统渔业，绿色养殖面积占总面积的
30%以上，还创建了 6个国家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
区。针对高端消费市场，银川还开发出“瘦身健身”鱼，去除
了土腥味和脂肪，使鱼肉变得更紧实。 （下转第四版）

银川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达27公斤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 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残疾人

运动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尽展风采，取得 94枚金牌、76枚
银牌、50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表
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在本届残奥会上，你们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发扬“使命
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以昂扬的斗志、不屈的作风和出色
的表现标注了我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的新高度，展现了新时代
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成就。你们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和残奥精神，挑战极限、追求卓越，自信乐观、开放友好，向
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形象。祖国和人民为你们感

到骄傲和自豪！
希望你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继续发扬残疾人体育的光荣传统，再接再厉，勇创佳
绩，鼓舞广大残疾人积极康复健身，尽展聪明才智，实现人生
梦想；激励全社会自信自强、奋勇向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凯旋！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4年9月8日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第17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开栏的话

9月 8日，2024宁夏黄河金岸（吴忠）马拉松鸣枪开跑。本次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健康跑，参赛规模为1.3万人，其中马拉松 2500人、
半程马拉松6500人、健康跑4000人。 本报记者 李良 摄 相关报道见四版

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教育事业发展纪实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基础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基础在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作出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
风好扬帆，奋楫争先。新时代教育事业在改革发展中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大国阔步迈向教育强国，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高瞻远瞩 谋篇布局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

纲举目张 步履铿锵
——“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

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改革创新 征途如虹
——“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

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