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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我在镇上劳务工作站了解到这
次奇瑞汽车招聘人员，就赶紧报名。希望能外出务工，多挣
点钱，把日子过得更好。”10月 14日，银川市西夏区“点对点”
组织输送 22名务工人员奔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分公司务工，镇北堡镇村民李锦涛积极参加。

自今年我区稳内拓外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西夏区专门出
台 19项有力措施，多措并举拓宽外出就业平台，先后与鄂托
克旗委员会等 5个区域签订长期劳务协作协议，深化直播带
岗品牌，举办“稳内拓外”招聘会进集市、社区和乡村，对接区
外企业用人需求，举办拓外线上专场招聘会 9场、线下专场招
聘会4场，累计对接鄂尔多斯集团、奇瑞汽车等区外用工需求
1270余个，现场登记达成初步就业意向90余人。

“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挣，真是太好了。”这几日，正在
砸枸杞枝皮的镇北堡镇团结村村民赵小云高兴地说，村里充
分发挥致富带头人的作用，从新疆收购拉运枸杞枝根货源，
引领村民修剪枸杞树枝、砸枸杞树枝皮，再回收送往基地进
行加工管理，有力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00余人，村民日人
均增收近120元左右。

今年以来，西夏区就业创业部门在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
输出同时，建成就业创业服务站、劳务工作站 8家，推出特色
化就业帮扶、创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宣传、权益保障、培训
赋能“六包办”服务，创造多肉“云寄养”、手工作坊、果蔬分
拣、家政服务等居家就业岗位，多管齐下稳内促就业。目前，
已开展线下招聘会及直播带岗活动 43场，提供就业岗位
5668个，累计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5000余人。

截至目前，西夏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844人，实现工
资性收入 9852.86万元。西夏区人社局兑现中小微企业吸纳

“三类人员”稳定就业
社保补贴 10.4万元，兑
现“三类人员”外出务
工交通补贴9000元。

西夏区精准发力促重点群体就业

“我们小区的凉亭里能不能加设桌椅，
这样大家想在户外下个棋、唱唱歌也有个
地方。”日前，记者在银川市金凤区御景湖
城小区物业办公室，正好碰到了来提需求
的居民王文科。

“我提过多个意见、建议都得到了解
决。”王文科说，小区没有活动室，老年人冬
天活动没地方去，他给物业反映问题。物
业和社区商量沟通，物业出地，社区筹措资
金，在物业公司三楼为居民打造了一个 540
多平方米的活动室。

有求必应，得到了居民的点赞，也收获

了一面红彤彤的“锦旗墙”。“从 2020年到现
在，御景湖城小区物业共收到 32面居民送
来的锦旗。不过今年社区比他们多，收到 6
面，他们收到 5面。”银川市长城中路街道香
溪美地社区党委书记赵凤艳指着社区办事
大厅里的锦旗，笑着对记者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赵凤
艳说，锦旗数量比拼是一个玩笑，但是社区
和物业“争先比优”、携手为居民提供更
贴心更优质的服务是真的。御景湖城
小区 7 号楼前面的栅栏破损，居民、孩子
经常从破损处钻进钻出，极易产生擦

伤、摔伤。“由于围栏不属于我们小区，所以
我们无法进行更换。”正丰物业御景湖城
党支部书记张萍介绍。物业一筹莫展，只
好向社区求助，在多方协调下，围栏被全部
更换。

社区、物业配合默契，让为民服务更及
时、细致，居民满意度逐年提升。“2018年物
业费收缴率为 78%，现在提升到了 92%。我
们的红色物业已经成为品牌，去年一年拿
了9个奖项，小区还获得了广厦奖。”

“锦旗虽小，但其中饱含的是居民群众
对社区工作的认可。”赵凤艳说。

争 优
本报记者 智 慧

风吹沃野，秋收农忙。连日来，在同心
县河西镇，村民们忙碌在田间地头为秋收
做准备，同心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的民警
辅警们也忙前忙后，开始“护秋警务”。

“老叔，今年收成咋样？”“庄稼卖了钱
要及时存银行，要是接到陌生电话说是刷
单赚钱或者快递退货转钱，你就挂掉电话，
千万别信”……一言一语间，辅警王家福叮
嘱村民如何防电诈。警民联系卡、记录本、
平安建设宣传单是王家福工作中离不开的

“老三样”，走村入户时，只要看到村民他
总会叮嘱两句，递宣传单、宣传防盗和防
电诈知识更是必备环节，农户忙完后，他

还手把手教学，安装反诈App，帮助群众捂
紧“钱袋子”。

“这群羊是我的全部家当，多亏了你
们。”河西镇农民老马发现自己家中的 21只
羊不知何时“离家出走”，遍寻无果后急忙
报警求助。民警马林河组织警力对周边区
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经过 4个小时的不懈努
力，在邻村后山的一处玉米地里找到了丢
失的羊群，老马一家见到失而复得的羊群
向民警连连道谢。

几天前，社区民警入户时，村民的一句
话让民警记在心里，“我听说老杨和邻居家
因为土地边界问题吵架了！”“这个问题要

及时调解，不要把小纠纷拖成大矛盾。”民
警很快赶到老杨和其邻居家走访。很快，
派出所出面，组织双方当事人、村委会干部
和几位知情村民一起开了场调解会。经反
复调解，重新划分土地边界线，成功化解了
矛盾。事后老杨不禁向社区民警感叹：“有
你们在，我们安心。”

“农作物进入丰收季节，农忙时产生
的矛盾纠纷也进入多发期。每当接到这
类警情我们都会及时上门调解，让矛盾在
老百姓家门口、田间地头、矛盾纠纷发生
现场第一时间化解。”河西派出所所长马
兴说。

安 心
本报记者 马 忠

本报讯（记者 张唯）记者近日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在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 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
区名单中，我区灵武市、红寺堡区因在普惠型小微企业、农户
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余额同比增速等
5项绩效考核指标中位于全区前列而入选，将获得中央财政
5000万元奖补资金。

2023年，入选的西夏区、惠农区和红寺堡区按照扶持一
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辐射一片农户思路，纷纷在创新“担
保+银行+养殖企业+农户”“四位一体”模式、推动“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好向快发展和带动“移民村”农户创
业就业等方面积极发力。

近年来，自治区财政持续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积极
发挥财政资金惠企利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有效引导金融
资源“支小助微”，切实为市场主体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发展
信心。按照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先后组织固原市西吉县、银
川市贺兰县、石嘴山市惠农区等 5个县区成功申报普惠金融
发展示范区，共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5亿元。

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治区财政将继续支持
示范区先行先试，探索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模式，
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点带面、以面促全，引导
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小微企业和“三农”、民生等领域，让市场
主体拥有更多获得感。

我区两地入选中央财政支持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示 范 区

将获得中央财政5000万元奖补资金

本报讯（记者 杨娟）“截至目前项目已开工70个单体土
建工程，计划2025年全部收尾，并于2025年底试车生产。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45亿元，上缴税金7.9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约
1000个。”10月10日，宁夏天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黎明介绍。

作为我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天新药业投资项目的落地
填补了我区精细化工全产业链的“关键一环”。由此，我区精
细化工全产业链实现了上游原材料的供给、中游产品生产和
加工、下游产品应用和销售的产业闭环，产业整体竞争力将
得到大幅提升。

2022年，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青铜峡市成立宁
夏天新药业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49.96万吨精细化工产品及
热力岛项目。招商引资重点在于“招大引强”。龙头企业的
引领和集聚作用常常让产业招商事半功倍。江西天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专业生产维生素的上市企业，拥有
发明专利 21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公司产品维生素B6、维
生素B1、叶酸等在全球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主营产
品维生素B6是全球独家取得DMF备案的产品。公司先后荣
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外贸出口先进企业”等称号，在行业
内是龙头企业。随着该投资项目的引入落地，将有助于打造
互补连接、集群配套融合发展联合体。

“本项目属于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与青铜峡产业发
展规划具有较高契合度。”青铜峡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负
责人介绍，在项目对接洽谈过程中，自治区商务厅全程跟
踪指导，青铜峡市各部门联动，坚持“因企施策”，提供“保
姆式”全程跟踪服务
支持项目建设，该项
目仅通过 1 个月的洽
谈就决定正式落户。

宁 夏 天 新 药 业 填 补 我 区
精细化工全产业链“关键一环”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闵良）贺兰县
以新材料为突破口，已建立碳化硅、氮化铝、氧化铋、氧化
铝 4个新材料基地，其中，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的重结
晶碳化硅技术打破了法国公司独家垄断，宁夏北瓷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氮化铝封装材料基地。

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主营碳化硅粉体和结构件，
今年实现两大突破：一是用重结晶技术生产出微粒粉，极大
提高了碳化硅纯度；二是从干压成型升级到挤出成型。宁夏
北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氮化铝粉体和基板，二期扩产
项目将于年底建成，预计实现年产值 2.5亿元。宁夏玄瓷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宁夏唯一一家氧化铝陶瓷基片生产企
业，产品用于半导体、移动通讯、新能源等领域，有5条工艺生
产线，每月可生产 2000万片。宁夏君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已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纯 5N级铋纳米粉和氧化铋纳
米粉智能生产线各 1条，实现了 5N级铋纳米粉和氧化铋纳米
粉的量产。

贺兰县工信和科技局表示，经过3年多的建设，贺兰县新材料
产业已经初具规模，未来贺兰将持续紧扣县域新材料产业发展
需求，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奋力建设一个绿色
化转型、数字化赋能、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具有
特色代表性的创新型县。

贺兰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涛）10月 13日，记者从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该厅日前制定推
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固体
废物污染治理项目资金补助支持、鼓励提高
新型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能力、依法有序
解决工业固体废物历史遗留问题、持续推进
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改革试点等 15条新措施，
强化政策支持帮扶、资金项目激励、科技创新
支撑，进一步优化环境监管，提升固废处置水
平，助推美丽新宁夏建设。

在工业固体废物方面，我区将支持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用于建材制造、公路建设、矿
山生态修复、土壤盐碱化改良等资源化利

用，支持引进工业固体废物高附加值利用
项目落户区内重点产废园区；加大固体废
物污染治理项目资金补助支持，通过财政
补助资金的支持，有效引导撬动社会资本
投入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积极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
实，鼓励各地因地制宜超前布局废动力电
池、废光伏组件、废风机叶片等新型工业固
体废物利用处置项目。

在危险废物方面，我区加强重点行业危
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技术指导，防止发生
将危险废物隐瞒为原料、中间产品违规处置
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实施危险废物跨

省转移“白名单”制度，进一步简化危险废物
跨省转移审批程序；积极推行危险废物“点对
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试点，即在自治区范围
内一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
物，作为另一家单位环境治理或工业原料生
产的替代原料进行定向利用，该利用环节可
按危险废物豁免管理。鼓励含锂、含铝、含锌
等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产业扩大产能规模，
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业等产业
延链补链强链。

按照规定，我区将对实施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直接相关的重点项目，在环评审批
程序中实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管

理豁免；对自治区“六新”产业重点项目建
设，项目所在地级市确实无法通过总量替
代获得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来源的，结合实
际研究在全区统筹调配总量指标。同时，
鼓励企业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收集利
用处置单位能力或资格核实指引》开展相
关核实，进一步明确企业实施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备案和处置审批流
程，指导企业规范审核委托利用处置单位
能力、资格，保证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行
为合法合规、可查询、可追溯，促进提升固
体废物环境管理水平，切实防范生态环境
风险，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我区15项举措优化环境监管提升固废利用处置水平
● 推行危废“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试点
● 支持引进工业固废高附加值项目落户园区

近日，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枣香
村富慧翔鲟鱼鱼子酱加工产销基地，一条条
重达百余公斤、长达 2米多的鲟鱼在养殖池
内游弋。石嘴山市富慧翔生态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宪富告诉记者，2019年，他
在枣香村盐碱地上投资建设鲟鱼养殖项目，
目前基地已改造盐碱地 120亩，建成鲟鱼养
殖车间 10000平方米、鱼子酱生产车间 1000
平方米。“基地带动周边移民就业 30余人，生
产的鱼子酱远销北京、山东、哈尔滨等地。”孟
宪富坦言。

星海镇是大武口区唯一的乡镇。近年
来，大武口区加强耕地集中连片整治，在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以星海镇镇域为基本
实施单元，整治撂荒地 900亩、盐碱地 2000
亩，规划平整总面积 1万亩，建成祥河村、隆
惠村、临湖村等高标准农田 1万亩，将全镇
400多亩建设用地纳入产业发展、民生事业中
进行全盘考虑、统筹推进，对祥河村八分沟组
木材市场进行搬迁整治，集中安置村民 549
户，腾退建设用地 100多亩，生产、生活、生态
发展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

针对星海镇距离主城区不到 5公里、离
邻县城区不到 10公里，适宜发展城郊型特色
设施农业的现状，大武口区结合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开展，为农业产业发展腾出“发展
空间”。以星海镇隆惠村菌菇产业园为核心，

大力发展菌菇产业，加快构建菌菇产业体
系。在整治后的土地上，建起菌菇产业园1个，
新建、改造菌菇棚 140栋，带动辐射周边祥河
村、星光村、枣香村等6个村，年产鲜菇2000吨
以上，年产值2000万元；积极发展设施渔业产
业，推广盐碱水质综合改良调控、耐盐碱新对象
筛选及驯养等技术，实施“鱼菜共生”发展新模
式，引进德希恩、富慧翔等企业，发展鲟鳇鱼、南
美白对虾、斑点叉尾鮰等名优产品养殖。

在隆惠村菌菇种植基地大棚内，一排排
菌棒被摆放得整整齐齐，一簇簇平菇从菌棒
两端窜出来。移民们动作娴熟地采摘、分拣、
装箱。从隆德县奠安乡移民至隆惠村的赵菊
梅赶早“打卡”。“采摘蘑菇一天能挣 90元，骑
上电动车 5分钟就赶来了。”在她眼里，家门

口的这份工作不仅是自己的“钱袋子”，更是
全村人的“摇钱树”。“基地有 86栋菇棚，试种
的猴头菇喜获成功，今年有望扩大规模。”由
移民转型为技术员的杨晓霞告诉记者，占地
2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今年自产 100万根菌
棒，村里消化70万根，剩下30万根外销。

近年来，隆惠村坚持党建引领，从突破盘
活闲置资源入手，因地制宜发展菌菇特色产
业，种植香菇、灵芝、平菇、羊肚菌等。村集体
年收入增至 200万元左右，带动移民就业 300
余人，年人均增收约 3万元。昔日盐碱地里
沉睡数年的温棚园区焕发生机。

星海镇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时，把
“村庄整洁、环境优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贯彻始终。加大增绿补绿力度，栽植树木 10

万余棵，修复生态脆弱片区 4449.89亩。争取
项目资金支持，解决好“群众脚下路、百姓门
前灯”等民生问题，全力改造巷道 25.4公里，
新建农村公路 38公里，累计完成湿地保护修
复面积 1.16万亩。试点推行“共享农场”“共
享菜园”等裸露土地治理新模式，让“疤点”变

“亮点”，让“裸土”变“菜园”。
大武口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星海镇属

于易地搬迁移民集中区，谋划实施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让星海镇正发生 3个可喜“新变
化”：致富之路越走越宽，通过整合碎片化土
地，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园、菌菇产业园、果蔬
采摘园，探索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
制，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土地效益越来越
好，通过“小田变大田”，实现亩均节水
50%、节省肥料 65%，亩均增收 150斤左右、生
态环境越来越美，土地整治与生态保护紧密
结合，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让绿水青山托起
乡村之美，提高移民生活质量，实现“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

谋划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高移民生活质量——

星海镇的“星产业”
本报记者 苏 峰 龚依然

现 场
短新闻

本 报 讯 （ 记 者
蒲利宏）“今年通过采用

‘牛王谷’优质肉牛冻精
冷配技术，目前全村
98%以上的存栏肉牛均
为西门塔尔改良型优质
品种。今年全村已出栏
526 头 牛 ，实 现 收 入
683.8 万元，人均收入
3052元，力争今年全村
肉牛养殖存栏量达到
2000头以上。”近日，海
原县李俊乡红星村党支
部书记杨百俊说。

近年来，海原县以
打造“高端肉牛产业示
范县”为发展目标，全力
推进“家庭农场养殖母
牛、公司和大户集中育
肥、龙头企业精深加工、
线上线下品牌营销”发
展战略，逐步建立完善
的高端肉牛产业“八大
体系”，已初步形成了种
源选育、科学养殖、精深
加工、科技研发、冷链物
流、品牌营销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

该县采取“小群体、
大规模”“家家种草、户
户养牛、户繁企育”养殖
模式，累计培育养殖示
范户 1188个、养殖示范
村 57个、肉牛养殖合作
社 287家，建成“出户入
园”园区 10个。全县肉
牛养殖场（户）达到 2.8
万个（户），万头肉牛养
殖乡镇达到 5个，饲养量
突破23.4万头。

海原县与北京首农
集团合作，建成集选育、

研发、培训、推广于一体的高端肉牛科技创
新示范基地——“牛王谷”，填补了宁夏种公
牛站建设方面的空白。建立县、乡、村三级
良种繁育技术推广体系，实现养牛重点村村
级肉牛冷配改良站（点）全覆盖。

“我们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农科
院、宁夏大学开展长期合作，开展高端肉牛
差异化发展的科技攻关和技术集成示范，全
程提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所需的全产业
链技术服务。”海原县畜牧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主任谢文青介绍，通过“实践课堂”加大实
用技术人才和高素养农民培养力度，累计培
育肉牛饲养户 2.8万户，实现本土养牛人才、
养牛规模“双提升”。

依托肉牛集团等县属龙头企业，该县建
成年屠宰肉牛 6万头屠宰场 1个、肉牛分割
中心 2处、熟食生产线 3条、冷冻（冷藏保鲜）
库 3个，形成了集屠宰、分割、预制菜、冷链、
仓储于一体的高端肉牛精深加工园区，实现
肉牛产业由“运畜”向“运肉”转变。

今年海原县肉牛存栏量稳定在 15.2万
头，牛肉产量实现 1万吨；肉牛饲养总量保持
在 23.4万头，良种化率达到 95%，农民人均
养牛收入占经营性收入的 37.3%，实现全产
业链产值 32亿元。“通过全产业链集中发力，
助力高端肉牛产业实现从行业跟跑向并跑
再向领跑转变。”海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马小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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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十里红叶美不胜收。据了解，北武当秋季红叶景观植物以火炬树为主，绵延的红叶景观
区让人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姬禹 龚依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