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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平罗县威镇湖人工湿地，芦苇摇
曳、白鹭盘旋、野鸭凫水……呈现出一派秋日
美景。经过多道工艺处理沉淀净化后的水缓
缓流入第三排水沟，再“走”43公里进入黄河。

黄河流经宁夏 397公里。近年来，无论是
干流支流、干渠支沟、湖泊水库，都围绕“黄河
干流断面水质Ⅱ类进Ⅱ类出”的目标而努力。

10月 1日 15时，黄河干流惠农麻黄沟水
质自动监测站，设备运行平稳有序。pH值浓
度、电导率、浊度、溶解氧、水温等一组组要素
的水质监测数据，通过监测设备实时传输至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宁夏建设运行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
站有 52个，监测网络覆盖黄河干支流、主要入
黄排水沟及重要湖库。”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水环境监测科科长周瑞娟说，宁夏通过持
续实施水污染防治攻坚行动，黄河宁夏段流
域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逐年提升，生态功能

恢复显著向好，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地
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黄河干
流宁夏段连续7年保持Ⅱ类优良水质。

宁夏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还
民一方清水。

“我家门口的清一沟治理后，水清了岸绿
了，环境越来越好。”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牛
家坊村村民马耀国说。以前，牛家坊村村民
将生活污水倒入清一沟，导致沟里臭味四溢，
如今清一沟被清理干净，并埋设雨污管网，村
里的生活污水直接流入城镇污水管网，经过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进入人工湿地净化，再流
入黄河。

2020年以来，宁夏围绕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深入推动人工
湿地、饮用水源地保护、城镇和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等项目建设，在污水处理厂末端及入
黄排水沟适宜地段累计建成投运人工湿地

55座，进一步控制和提升水质。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全区 36个城镇污水处理
厂全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取缔封堵 58个
入河（湖、沟）工业企业直排口，35个工业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水里问题岸上治，岸上问题流域治。
秋日，彭阳县白阳镇老庄村村民袁固遥

望嘛喇湾梯田公园风光，百感交集地说：“这
里曾经是我的家，以前望不到一点绿色，如今
竟然变得这么好看。”

嘛喇湾梯田公园属于嘛喇湾流域，该流
域总面积 28.5平方公里，地貌以梁、峁、沟壑
为主，治理前水土流失严重。

“目前，通过小流域治理，已经达到‘水不
下山、泥不出沟、沙不出河’的治理成效。”彭
阳县林业和草原局综合办公室主任翟红霞
说，随着小流域治理的推进，嘛喇湾流域水
土得到保障，雨水多了，农作物亩产量提高

1倍多。
嘛喇湾梯田公园是宁夏坚持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积极推
动小流域治理新模式的缩影。

近年来，宁夏先后出台修订《宁夏水污染
防治条例》《宁夏水资源管理条例》《宁夏湿地
保护条例》《宁夏河湖管理保护条例》等地方
性法规，为打好新时代黄河保卫战、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使河湖生态
治理在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方面有
法可依。实施“清河行动”等系列河湖专项整
治行动，全面禁停黄河干流采砂，清理违法堆
场、非法生产企业 200家，取缔非法采砂场
133家，拆除河道违法建筑 76万平方米。黄
河宁夏段流域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的老大
难问题得以破解，沙湖、星海湖、渝河、葫芦
河、清水河等河湖持续推进治理，支流湖泊劣
Ⅴ类水体全部清零，城市黑臭水体全部消灭。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7年保持Ⅱ类优良水质——

一泓清水入黄河
本报记者 马钦麟 李 锦 张 涛

在同心县新华
社区门口，有一个占
地 1.7万多平方米的
广场。72 岁的马武
每天早上和老伴来
这里溜达，呼吸新鲜
空气、松松筋骨，晚
饭后再来这儿和老
邻居们唠唠嗑。

老伙伴们聚在一起扯磨，话题最后停在
眼前的这个广场上——

“老马，还记得以前这块地啥样不？”
“那咋不记得！这里以前是一片平房，旁

边邻着一条窄巷。一下雨到处都是积水，路
又窄，进出巷子可不方便了。”马武陷入回忆，
后来平房拆了，居民楼盖起来了，社区中心建
起来了，但这个地方却一直空着。

“听说本来要在这块地上盖住宅楼呢。”
“盖房子哪有建广场美气！”

老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对
各种消息“嗅觉灵敏”。

盖楼一说，得到了新华社区党总支书记
罗永梅的回应：是有人提过盖楼的建议，认为
与其让这块空地长期闲置，不如开发成住宅
区，按当时同心县商品房市场行情计算，售价
将超千万元。

为何最后成了休闲广场？
“新华社区门口的休闲广场，是社区建立

‘代表联络站+’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同心县
豫海镇人大主席马丽莉介绍。2021年，为进
一步夯实人大代表履职能力，了解民情民意，
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同心县将新华社

区打造成“代表联络站+为群众办实事”示范
点，县、镇两级 12位人大代表与社区网格员携
手走街串巷、入户走访，倾听群众心声。

新华社区位于同心县城繁华地段，毗邻
同心县第二中学、县中医院，闹中取静环境
优美。“群众多次反映，想要一处休闲场所，
我们就看上了社区门前的这块空地。”马丽
莉说。

群众心声，必须“上传”。“代表联络站”的
人大代表立即行动起来，马丽莉和马如贵等
代表一起，于 2021年联名提交《关于在豫海镇
新华社区建设小微绿地的建议》，被列为同心
县重点督办建议。

2022年，同心县投资 1134.49万元，将这
块空地打造成以“多彩同心·诗意游园”为理
念的休闲广场。广场的地面设计由若干个圆
构成，象征同心同源，国风十足的中式连廊、
风景墙令人流连忘返，儿童娱乐场所、篮球场等
运动休闲场地，成为周围居民的一个好去处。

今年 3月，“代表联络站+”升级，成为吴忠
市第一个在社区成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
表联络站。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设立，为群众参与立
法搭起民意直通车。人大代表广泛倾听群众
呼声，精准反映百姓诉求，切实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受到群众点赞。”罗永梅说。

盖楼房还是建广场——

一块空地的“选择题”
本报记者 杨 超 马 忠 李宏亮

本报讯（记者 王刚）国庆节假期，宁夏
各地公共文化场馆人气旺盛，文化味浓，市
民和游客走进文化场馆看展览、赏好剧、
读好书，开启文化休闲之旅，乐享假日文
化大餐。

国庆节假期宁夏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在
正常开放的同时，推出了展览展陈、精品剧
目、图书推广、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宁夏博物馆推出了《人民共和国从这
里走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图片展》
等 16个线上线下展览活动，让市民游客在
参观、游览、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固原博物馆开展了“喜迎国庆·共
庆华诞”——为祖国庆生教育活动，通过
主题宣讲、签名寄语、共唱红歌等活动，表
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宁夏地质博物馆
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国庆特别亲子研学
活动，让亲子家庭在活动中厚植爱党、爱
国情怀。石嘴山市博物馆开展“照片里的
石嘴山——一座工业城市的前世今生”大
型图片展，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石嘴山
市对工业梦想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奋斗。

西吉博物馆开展试驾 C919大飞机科普研
学活动，展示我国民用飞机的发展史，引
导市民游客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
自信心。

宁夏图书馆开展了共和国年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大事记展览等
3项线上主题活动，“绘未来——周末故事
会”等少儿主题活动，读者参与热情高涨。
石嘴山市图书馆、吴忠市图书馆、固原市图
书馆、中卫市图书馆纷纷开展了线上好书推荐
活动，引领读者在节日期间打卡经典好书。

宁夏人民剧院推出了“国韵芳华”民族
音乐会等演出剧目，观众在节日氛围中礼赞
伟大祖国。银川剧院推出了民族室内音乐
会《国乐浪潮·风起》、亲子童话舞台剧《白
雪公主》、专场演出《老白相声社》等精品
剧目，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场文艺盛
宴。银川当代美术馆推出了“美术馆奇妙
夜”“大地上的秋天——岩彩艺术体验”等
活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文化生
活。此外，宁夏演艺集团还将“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阅夜览金川”夜游演出等精彩
演艺送进旅游休闲街区、景区等，让市民和
游客享受文化滋养。

宁夏公共文化场馆迎来“打卡”热
热热闹闹，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在吴忠市利通区，没

有哪条巷子比西市场南巷更聚人气。这条巷子是利通区最
大的小商品集散市场（西市场）的一个“分支”。

西市场伴随了几代吴忠人的成长，大到家具家电，小到
针头线脑，还有日常离不开的蔬菜瓜果，几乎家家户户的生
活用度都与西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名气，南巷较西市场自愧弗如；可论历史，西市场就
被南巷甩出几条街。

现西市场建址于利通区古城镇五星村。把时钟倒
拨五六十年，当这里还是一片农舍、稻田时，西市场南巷就
已经作为村里的主要巷道迎来送往着车马人流。

今年 61岁的马祥是五星村人氏，自小就和家门口的这
条巷道“交情”匪浅。2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的春风吹遍神
州，也吹开了中国西北小乡村普通农户心底的花。彼时，五
星村周边已自发形成了农贸集市，路远车稀，商贩和顾客吃
饭成了难题。

马祥的父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商机，他买了口铁锅，
支起了棚子，在集市路口卖起了炒面。生意好得超乎预期，
周围很快复制出一批效仿马家的小吃棚，有形的竞争倒逼
马父拓展经营、增加业态。

于是，马祥及母亲、姐姐加入“战队”，手抓羊肉、炒面、
锅贴、包子，多种选择“焊牢”大批回头客，每逢三六九集日，
马祥撸袖上阵，手不离瓢地起锅、炒面，仅炒面一个“单项”，
一天就得用掉 2袋面。炒揪面大碗 0.7元、小碗 0.5元，再加
上每斤 1.3元的手抓羊肉、0.7元一盘的锅贴，让马祥家的小
吃棚生意异常红火，在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 1980年前
后，这个小吃棚一个集日就能收入四五百元。

在此后的几年里，那条还未被正式冠名的小巷子被浓
浓的烟火气卷裹，香气氤氲中，这里既寄托着食客对美食的
向往，也饱含着从农民“跨界”为手艺人的马祥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

老周家的羊杂、老孙家的镜糕、老马家的炒面、老杨家
的饺子……一个个小吃摊和他们所处的小巷一样，虽然没
有名字，却因其独特的味道“名”震四方。

既有烟火，更有人气，这条有味道的小巷，成了吴忠人
集体的“舌尖记忆”。

时光荏苒，小巷及周围被一次次列入城市规划，逐渐演
化为利通区最大的农贸及小商品集散市场，这条小巷也有
了名字，并成为市场内部主干道。 （下转第二版）

烟火笼罩“小吃巷”
——老巷新语系列④

本报记者 秦 磊 杨 超

本报讯 （记者 张唯）自治区自然
资源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全区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
知》明确，我区将高效开展全区全民所
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查清全区各类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核算价值
量，逐步理清使用权状况，确保 2026年 6
月底前在自然资源底图基础上，初步形
成包含实物量图层、价值量图层、产权
图层等共同构成的资产“一张图”，按需
协同管理各类底图底数，更好支撑履行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本次全面资产清查基准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更新时点为 2025年
12月 31日。其间，由各市、县（区）全面
查清全区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
原、湿地、水等 6类自然资源资产的数
量、质量、用途、分布等实物属性信息，
核算土地、矿产、森林、草原等资源资产
经济价值，重点理清土地、矿产等自然
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状况。

“宁夏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
工作按照‘自治区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的模式开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
资源所有者权益处负责人介绍，自治
区清查专项工作组建立定期督导机
制，细化责任分工，加强对各地工作进
度管理。各地级市结合已有工作基
础，统筹组织实施市辖区及本行政区
域各县（市、区）清查工作。各市、县
（区）则按照清查工作进度安排表明确
的年度任务和时间节点，序时推进各项
任务落实。

我区对此次清查工作中的成果质
量管控也更为严格，不仅保证清查成果
的完整性、准确性，资产清查工作也将
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包括过程质量核
查和成果质量核查质检。同时建立逐
级检查机制，形成各级成果质量检验报
告，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成果质量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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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焦小飞）10月 4日，记者从银川文旅集团
获悉，10月 1日到 3日，银川览山公园累计接
待游客 16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 35%，
10月4日入园游客至少5万人次。

“晚霞绚烂多彩，余晖下的贺兰山雄伟
深沉，眼前的阅海湖波光粼粼，没想到银川
的落日这么美。”外地游客王晓龙在览山公
园看完落日发自内心地赞美。到览山公
园看落日、吃小吃、体验刺激的游乐设施，
是假期不少人的选择。“我们在览山公园
玩了一天，女儿最喜欢看落日，儿子几乎
把各种游乐设施都体验了一遍。”银川市

民邱一凡说。
国庆节期间，览山公园举办 2024“畅游

阅海”银川山海自驾游活动，全国各地 60余
辆房车齐聚览山公园，开展房车越野车展、
户外装备市集、山海咖啡集市品鉴、银川山
海音乐集市等活动。

银川文旅集团自去年接管运营览山公
园以来，依托览山资源禀赋，精心培育“览山
落日”品牌，在览山创新“文旅+”融合业态，
在“自然+人文”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消
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热点，让游客深度参
与，不断引起情绪共鸣，到“览山看日落”成
为人们到银川的必选项。

银川览山公园4天接待游客21万人次

■ 全面查清全区全民所有6类
自然资源资产实物属性信息

■ 核算土地、矿产、森林、草
原等资源资产经济价值

■ 重点理清土地、矿产等自然
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状况

国庆节假期银川览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10月1日—4日累计接待游客21万人次。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焦小飞 摄

走访街巷：吴忠市利通区西市场南巷

讲 述 人：马祥

关 键 词：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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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国妇女
儿童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妇女儿童健康状况极大改善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
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

75年来我国妇女儿童健康状况极大改善

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加强 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持续提高

2022年

● 新生儿访视率为96.7%，
比1996年提高15.3个百分点
●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为 93.3%，比 1996 年提高
31.9个百分点
●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为 94.9%，比 1996 年提高
32.2个百分点

●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94.5%，比
1996年提高29.0个百分点
● 产前检查率98.2%，比1996年
提高14.5个百分点
●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99.95%，
比1996年提高39.25个百分点
● 产后访视率为97.0%，比1996
年提高16.9个百分点

2023年
1950年
426个

2022年
3031个

2022年
151个

1983年
25个

全国妇幼保健机构

增加到

增加到

儿童医院

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
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