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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适宜、光照充足，地处北
纬 38度的灵武市是“黄金奶源带
核心区”，具有生产高端鲜奶的最
佳环境。

地处黄金奶源带，要产出优
质上乘的“一杯奶”，离不开政策
引领和科技支撑。

灵武市先后出台养殖业发展
等扶持政策，从棚圈建设、信息化
管理、粪污资源化利用、科技人才
引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扶持，已
累计兑付奖补资金超亿元。政府
及社会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45
亿元，着力打造数字化智慧园区，
全面推广养殖场信息化管理软
件、物联网系统，实现饲喂繁育、
疾病防控、质量追溯全程智能化
管理，全方位把好奶源质量关。

为了打通上游牧场养殖与下
游乳品加工全产业链，灵武市招
商引进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亿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宁夏富杨食品有限公司
等国内大型奶企和乳制品加工企
业。借助龙头企业快速发展势
头，灵武市补链条、聚集群，通过

“以商引商”模式，吸引冷链物流、
印刷包装等多家配套企业落户，
推动奶产业全链条健康发展。

“一杯奶”在灵武市被赋予
更大价值，通过产业升级，乳制
品产业蓬勃发展。今年，灵武市
将围绕建立集群化现代养殖体
系和高端乳制品加工体系，大力
提升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集约化水平，推动饲草种
植、奶牛养殖、乳品加工、牧业观
光、物流运输、技术服务等一二
三产业协同融合发展，加快打造
高端奶业之乡，推动奶产业高质
量发展，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增收
致富。

一杯鲜奶助力特色产业蓄势腾飞

《梦回灵州》实景演出。

灵武市城区鸟瞰灵武市城区鸟瞰。。

塞北江南名不虚传塞北江南名不虚传。。

红宝石般的灵武长枣。

古韵灵州一家亲 石榴花开香满园

灵武古称“灵州”，现有常住人
口 29.69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
44.6%，是国家重要的煤电化工基
地、羊绒产业基地、优质粮食生产
加工基地、优质果品（灵武长枣）基
地、羊肉生产加工基地。灵武市
委、市政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六大建设”和各项工
作围绕主线毫不偏离，成功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民族地区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特色产业长足
发展，民生短板持续补齐，各民族
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奏
响了“会盟之地、团结之城”的时代
新曲。

灵州流翠，大地生金。9月 6日，灵武市在灵州广场举办
“建设先行区 创建示范区”第 26个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会演，
以“古韵灵州一家亲”为主题的民族团结进步月“十个一”系列
活动拉开帷幕。

今年以来，灵武市全面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
神，聚焦主线，持续深化“会盟之地、团结之城”品牌，突出新思
路、打造新载体、拓展新领域，不断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同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各项工

作，持续发挥“同心灵州”宣讲品牌作用，打造精品专题党课。
灵武自古以来就是内接中原、外通西域、各民族南来北往的

交通要地。灵武市博物馆以“会盟之地、团结之城”为品牌特色，充
分展示悠久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内涵、民族团结底色。宁夏长城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正在加紧建设，不仅对保护和发展宁夏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而且更加有形有感有效地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灵武作为千年古县，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书

香润灵州”品牌活动吟诵经典，探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坚定文
化自信。灵武市还积极探索“铸牢+文旅”融合新路径，推出亲
子研学游、夕阳浪漫游等精品旅游线路 19条，开展“水洞沟边
关大集”“龙年来看灵武龙”及各类冰雪活动，推动各民族互融
共乐。打造梧桐树乡杨洪桥村“梧桐乡野”自然休闲度假区、胡
家堡望青谷等乡村旅游点，举办“亿万千百 邀您来寻”文旅推
介会、美丽乡村休闲旅游推介会，不断激发“唐韵古城 奇秀灵
武”旅游品牌新活力，让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局面更加生动。

走进梧桐树乡李家圈村，一片片水稻
长势正好。临近收获，水稻散发出淡淡的
清香。

灵武市地处黄河河套灌区，古渠阡陌
纵横，黄河自流灌溉且水质良好。公元
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登基，将宁夏大
米作为御用贡米。如今，昔日的贡米已成
为普通百姓餐桌上的美味。

宁夏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产自灵
武市的“昊王”“金双禾”“兴唐贡米”等品
牌大米摆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国人品尝
到来自宁夏的味道。

2021年，宁夏兴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打造了兴唐宁夏稻米博物馆、躬耕新时代
党群活动中心、匠心家园 5+品牌馆、风物
优品馆，创建“兴唐·石榴籽驿站”，把振兴
民族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目标，在全区率先
实行“粮食订单”，打响宁夏水稻标准化生
产第一枪，做好“宁夏大米”，做优做强“宁
夏品牌”，奏响民族团结进步与企业发展

“双赢”乐章。
生长于灵武大地的每一粒米都承载

着宁夏的资源禀赋和地域特色，见证了宁
夏稻米种植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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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武市博物馆内珍藏着国家一级
文物——白釉剔刻花牡丹纹罐。该罐
造型美观，通体施白釉，腹部开光剔刻
牡丹花纹图案，开光外刻弧线纹、叶脉
纹，腹下刻卷草纹。整体线条流畅、层
次分明，剔刻手法娴熟，具有重要的文
物研究与艺术欣赏价值。

灵州瓷器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器
形多样、技术高超，釉色有白釉、黑釉、
青釉、褐釉等，器形有扁壶、梅瓶、玉壶
春瓶、高足碗、纺轮、瓷钩等，纹饰图案
有牡丹、莲花、海棠、石榴、菊花、竹节、
动物、人物等。剔刻工艺粗犷古朴，装

饰图案丰富，表现较强立体感，具有鲜
明的古代游牧民族艺术特色，反映了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北宋时期，灵
州瓷传承河北邯郸磁州窑剔刻工艺，
兼顾陕西铜川耀州窑的印花技术。经
过多年发展创新，灵州瓷充分体现古
代西北陶瓷与中原陶瓷文化的交流、
交融与发展历程，是中国陶瓷百花园
中独特的一朵，在中华陶瓷史中占据
重要地位。

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长
期从事文物保护与文史研究工作，他
曾多次参与灵州窑址考古发掘，对灵

州瓷进行深入研究后，萌发出“让千年
窑火复燃，恢复失传数百年的灵州瓷
烧制技艺”的想法。2012年秋，经过几
十次反复试烧，刘宏安终于用当地的
材料和传统工艺，烧制出胎质、釉色与
北宋时期器物十分相近的作品。千百
年前的技艺在这一刻获得重生。

灵州瓷展现出历久弥新的中华陶
瓷文明，以瓷器的“源”与“流”为载体，
探寻中华文明的“根”与“魂”，蕴含了
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
的特性，反映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开
放融通的文化基因。

一件古瓷见证民族技艺交流传承

千百年来，灵武大地民族团结的
故事永续相传，“灵州会盟”留下一段
民族团结的佳话。

灵武市聚焦这一历史事件，精心
策划、创新载体，在灵武市博物馆再现

“灵州会盟”场景。以“会盟之地、团结
之城”创建品牌为引领，进一步厚植民
族团结之根，推出大型唐风实景演出
《梦回灵州》，再现“灵州会盟”实景。8月
10日，《梦回灵州》在灵武市兴唐苑上
演，整场演出运用前沿科技，将唐朝历

史、文化底蕴、传统艺术相结合，让观
众沉浸式感受“黄河千里桑田沃，渠绕
古城枣花香”的繁华，体验“白日登山望
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边塞风光，品
味灵武千年古县的别样韵味，不断增进
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激励各族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演出太棒了，《梦回灵州》让我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灵武作为千年古县的
历史文化底蕴。”河南游客李娟对演出
称赞不已。灵武市大力发展文旅产业，

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的文化
需求同时，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有效举措，成为有形有感有效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灵武市将充分利用灵武市博物馆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党员爱国
教育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的阵地资源优势，结合红色革命
遗址，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展现灵
武市浓厚的地域特色，弘扬民族团结
精神。

一次盛会弘扬民族团结交往情怀

灵武是一座有着 2200多年历史的
千年古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素有“塞北江南、鱼米
之乡”的美誉。

唐代诗人韦蟾在《送卢潘尚书之灵
武》一诗中写下“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
南旧有名”的诗句。灵武具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各族人民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

团结互助、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
正如古人诗中所言，每年9月，在东

塔镇、临河镇，树上挂满红彤彤的灵武长
枣；紧邻黄河的梧桐树乡土地肥沃，现代
农业发展让农民生活富足。今年8月18
日，“大地流彩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村
跑）灵武站”在梧桐树乡顺利举办，一条
条村道、产业路变身“最美跑道”，3500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在运动中感受民
族团结的力量、乡村振兴的变化。

一首唐诗，见证了一段民族团结的
历史佳话，彰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传承。如今，“塞北江南”不仅指宁夏引
黄灌区，甚至是宁夏的代称，成为古代
中原与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
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见证。

一首唐诗 解读民族迁徙交融历史

9年前，82岁的赵冬梅怎么
也没想到，自己成为移民的一员，
从老家泾源县搬迁至灵武市镇河
塔社区民生佳苑小区，还住上了
楼房。如今，91岁的赵冬梅更没
想到，社区有一群“网格丫头”贴
心照料着她这位独居老人的日常
生活。

镇河塔社区成立于 2015年，
是目前全区最大的劳务移民集中
安置区，来自西吉、隆德、彭阳、泾
源 4个县的 3739户 11213名群众
在这里生活，他们中除汉族外，还
有回族、满族、蒙古族、东乡族 4
个少数民族。为了让多民族群众
和谐共处，社区将网格员们按照
管辖楼栋，命名为“网格丫头”，负

责解决居民的日常问题。
同时，镇河塔社区积极搭建

就业创业平台，用好农贸市场、商
业街等资源，不仅帮助移民妇女
实现家门口就业，还帮助 67 户
118名移民从事个体经营。成立
供销合作社和灵武市城南工人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辐射带动近
4500名劳务移民和周边 1万余名
劳动力实现就业。

设立在小区内的就业车间是
“石榴花开巾帼争艳”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集体。居民马二女在这里
打工，既有固定收入，还能按时回
家给孩子做饭。就业车间让移民
群众收入大幅增加，也让就业与
民族团结实现“双向奔赴”。

一个社区讲述百姓互嵌包容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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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兴源达农牧有限公司现代化养殖场内宁夏兴源达农牧有限公司现代化养殖场内，，奶牛正在奶牛正在““用餐用餐”。”。

灵州瓷传承人刘宏安带领学生开展研学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