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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任何一家企业，观念先进
与否、思路打开与否，都直接
影响着企业发展的布局和前
景。对地区的改革发展而言，
思想解放跟不跟得上趟，同样
关系到抢抓机遇、实现赶超的
可能性。

N 第三只眼

固原市原州区中河村是当地远近
闻名的“篮球村”，今年，在当地政府支
持下，村里建起大型运动场，举办“村
BA”赛事，先后接待游客 28.1 万人次，
掀起了新一轮篮球热。

篮球场不少乡村都有，爱好打篮
球的农民也大有人在，为何中河村会
成为远近闻名的“篮球村”？是人人都
会打篮球吗？这不见得，但中河村每
逢赛事，确实能让人感受到人人参与
的热烈氛围。拿前段时间举办的“村
BA”来说，年轻人打比赛、中年人摆地
摊、老年人赶热闹，全村村民集体出动
不说，村里的非遗文化表演、农特产品
更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的目光……一

场体育赛事，不再是简单的竞技活动，
更是精神文化的交流，丰富了村民的
业余生活、满足了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又培育了乡村体育文化消费新动能，
有效带动了当地旅游、文化、经济的发
展。像这样全民共建、全民共享、全民
受益的体育健身新格局，倒是实实在
在配得上“篮球村”的称号。

可以说，篮球虽小，却“打”出了精
气神，增强了向心力。这也告诉我们，
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推动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更要同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只有像“村BA”这样的体育赛事更多
一些，催生乡村体育文化建设热潮不断
升温，才能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打”出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沈 琪

一张张书桌、一堆堆资料、一个个
埋头学习的青年人……这些元素构
成了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才 HUI”
青年自习室的生动画面。自习室投
入使用以来，覆盖到周边党政机关、
学校医院、工厂企业等众多单位青
年人群。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随
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
起，信息化、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知
识更新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
迅速。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
军，广大青年要跟上时代步伐，只有不
间断地通过学习为自己“充电”，才能
持续释放能量，勇立时代潮头。然而，
很多时候学习是需要氛围的，在家学

习容易犯懒，去图书馆往往一座难求，
新型公益自习室的悄然兴起，则为年轻人
提供了自习阅读、求职备考、充电提升
等服务，营造出安静便捷、专注学习的
温馨环境。这类服务阵地，有效迎合了
青年诉求，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题中
应有之义。

时代在变，但知识的价值没有变，
社会对知识的珍视和渴求没有变。不
可否认，当前公共文化空间还存在供
给不足、应用不充分等问题，因此，面
对时代发展的呼唤和要求，各地还需
进一步通过规划改造，增加公共图书
馆和社区阅览室、自习室等的开放时
间和座位数量，为全社会创造全民阅
读、终身学习的良好条件。

为终身学习创造条件
孙莉华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向自治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中，列出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五条具体建议，着力为民营经济“把脉
开方”。

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服务能力、强
化要素保障、加强能力建设、推进法
治建设……此次列出的审议意见，
直击我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困与难，
仿佛一股暖流，为民营企业发展增
强了信心、注入了动力。无可否认，
民营企业在发展中总会遇到一些成
长中的烦恼，有的是企业无法适应
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有的是无法
跟上改革前进的步伐，还有一些是

地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难以
有效落实落地……发展中有困难很
正常，唯有直视前进中的问题、成长
中的烦恼，做好民营企业的服务者，才
能鼓足劲打好气，引导民营企业走上
高质量发展之路。

发展的路途上总是伴随着一个又
一个的难题，因此，为民营企业做好服
务的脚步不能停。这也要求各地各相
关部门要时刻紧盯民营企业转型过程
中的困难，把自己摆在服务者、解题者
的位置上，不断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
水平，引导民营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多
措并举促进民营经济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让民营企业发展的舞
台更为宽广、动力更加强劲。

做好民营企业发展的服务者
尉迟天琪

近段时间，跟随总书记的步伐，六
尺巷也刷屏网络。

10 月 1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安徽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说，来这里看
一看，很有感触。六尺巷承载着中国古
人的历史智慧，要弘扬好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解决好民生
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社会
更加和谐。

总书记所说的“六尺巷”，名字起源
于一段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兼
礼部尚书张英在桐城的家人，与邻居吴
家发生宅基地纠纷。张家人驰书京城，
在收到张英“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书信
后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在看到张家
的举动后也主动让出三尺地，最终两家
各退三尺，由此成就了中国邻里和谐礼
让的典范。

数百年来，到六尺巷一看的游客络
绎不绝，并非巷子本身有什么特别之
处，而是发生在这里关于“让”字的故事
感人至深、影响深远。

翻阅历史，有关“让”的佳话数不胜
数。从王泰让枣、孔融让梨的兄弟相
让，到东汉开国功臣冯异“行与诸将相
逢，辄引车避道”的同僚礼让；从蔺相如
廉颇的国事容让，到许光达“申请降衔”

的功名谦让……一段段历史画面犹如
一面面镜子，照见了国人礼让和谐、亲
仁善邻的品性，也折射出谦和礼让、知
进退、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为
新时代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和启示。

“让”的力量是巨大的。看看桐城
市，他们将“和为贵”精神融入基层治
理，创新形成了“新时代六尺巷工作
法”，走出了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
治、和谐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善治之
路；我们宁夏也把相互礼让、以和为

贵理念广泛实践于发展场景，各族群
众携手擦亮民族团结的亮丽名片，成就
了“塞上枫桥”的调解品牌；更有全国各
地优秀党员干部将“对群众谦逊礼让”
的品格落实在行动中，团结带领老百姓
干出了令人赞叹的事业。一个“让”字，蕴
含着亲和力、号召力，带出了凝聚力和战
斗力，充满了干事创业、推动发展的智慧
和能量，更映照出有“让”的社会是和谐
的、缺“让”的社会是悲哀的之深刻哲理。

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
以古鉴今，以文化人，再回看现实，无论
是因琐事引发的一起起治安刑事案件，
还是因家长里短引起的邻里纠纷，或是
一些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时始终一副高
高在上的官僚做派引来骂名，抑或有的
党员干部时时将功名利禄放在心上误
入歧途……但凡他们能读懂“让”、做到

“让”，恐怕都会迎来另一种结局。由
彼及此，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品读践
行“让”的传统美德，时时都能把“让”
融入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又何愁百
姓不安居乐业、干群关系不融洽？何愁
美丽新宁夏事业发展缺少向心力和凝
聚力呢？

六尺巷中悟谦让
虎 权

“鸡蛋从外部打破，是碎裂，是毁灭；
从内部打破，则是孵化，是新生。”把这个
比喻放置于共享集团当下发展语境中，
颇具意味。

实话实说，能从一家“三线建设”时
期的机床铸造厂，蝶变成世界一流的高
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制造企业，共享集团
的发展之路无疑是成功的。但，面对赞
誉，共享集团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而是
投入 20亿元，进军产业智能转型和 3D打
印产业，以连续 4 年销量全球市场占有

率第一、被评为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
品的好成绩，再次成功登顶。可是，他们
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又把目光投向了新质
生产力的新赛道——“AI技术”。

自我突破、自我颠覆、自我挑战！
正如该集团董事长彭凡所言，“处在一个
快速变化的时代，企业就更应该改变自
己，克服熵增，寻求突破和发展”。改变
自己从何处着手？首要就在刀刃向内，
能从内部冲破阻力，敢于走下“成就金
字塔”从头开始。正是这种首先源自
观念的突破和改变，才让企业的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广。

“观念不变，原地打转。”任何一家企
业，观念先进与否、思路打开与否，都直
接影响着企业发展的布局和前景。对地
区的改革发展而言，思想解放跟不跟得
上趟，同样关系到抢抓机遇、实现赶超的
可能性，关系到改革深处各种问题、各种
矛盾的快速解决和处理。思想不解放，
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
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

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也就是说，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愈进愈难、
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当
下，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实属重要，但要突破，首先要做的
就是在思想和灵魂上“动手术”，要敢于
拿自己开刀，清除掉思想僵化、思维模
式固化的问题，打破有一点成绩就沾
沾自喜、裹足不前的小富心态，杜绝遇
到一点问题就畏缩避难、推脱阻碍的
畏难情绪，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
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
改革举措。

梳理这些年的改革案例不难发现，
“负面清单”“十项机制”“一网通办”“无
人工干预”等耳熟能详的词语背后，倾注
着监管服务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也显示
出“主动亮丑”、自我加压的胆识和眼
光。如今，发展进程中容易的、皆大欢喜
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当此之时，
更要拿起手术刀来先革除自己的病症、

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一刻不放松地革
自己的命，时刻从灵魂深处反思工作不
足、克服惯性思维，受得了刮骨疗毒的
痛，忍得住壮士断腕的疼，才能破除顽瘴
痼疾、浴火重生。

改革发展，重在刀刃向内，也难在刀
刃向内。当前的宁夏，正向着打好打赢

“百日攻坚战”、如期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的目标前进。许多问题会横亘在前，许
多矛盾会应运而生，许多挑战会不请自
来，这种时候，多来一些触及灵魂深处的
自我革命，破除旁观者心态，把自己摆进
去，查一查思维理念、视野格局、思路举
措有没有跟上，识变应变、开新创新的能
力怎么样，狠下决心、痛定思痛，找准问
题症结，带着勇气去干，才能在革故鼎
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创造令人
刮目相看的崭新奇迹。

来一场灵魂深处的自我革命
——三谈“思想有多远，行动就能走多远”

宫炜炜

漫画漫画 李雪李雪

本报讯（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记者 高晓刚）“听说红花渠要改造，
居民们都很期待。以前的危桥不见踪
影，新修的拱桥造型美观，等改造完这
里肯定大变样。”10月 24日，在银川市
兴庆区红花渠改造项目天盛桥施工现
场，附近老住户武俊梅高兴地说。兴
庆区红花渠沿线道路空间适儿化改造
项目部分标段近期陆续开工。

在贡花南巷光华家园东门南侧，
原先横跨红花渠的天盛危桥被拆除，
经过一段时间施工，一座崭新的跨渠
桥主体已具雏形。“我们从 10月 13日
进场施工，将原来的危桥拆除并重新
修建，目前新桥主体已完工。下一步，
将对桥面进行装修并安装扶手，预计
再有十多天新桥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施工负责人田辉说。

今年年初，银川市、兴庆区谋划申
报了红花渠沿线道路空间适儿化改造
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据
兴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红花渠沿线道路空间适儿化改
造项目按照“综合治理、分期实施”的
原则，分 4 段进行综合治理。第一段
是唐徕渠至宝湖路段，共 1.77公里，改
造主题为儿童研学区；第二段是宝湖
路至胜利街段，共 1.24公里，改造主题
为贡花故事区，打造儿童乐园；第三段
是胜利街至高台寺巷段，共 1.94公里，
改造主题为历史人文区，打造文化视
觉长廊；第四段是高台寺巷至海宝路
段，共 1.86公里，改造主题为活力渠廊
区，配套服务设施，修缮铺装步道，整
治规范停车泊位，增加社区文化廊架
等设施。

“红花渠沿线道路空间适儿化改
造项目启动后，将全力保障各施工标
段及时开工，确保项目如期竣工，将红
花渠打造成生态之渠、人文之渠和儿
童友好示范绿道，实现渠岸更绿、渠水
更清、出行更方便的效果，给沿线居民
带来更多获得感，让老城区焕发更多
生机和活力。”兴庆区相关负责人说。

兴庆区红花渠沿线道路
空间适儿化改造项目启动

一个多月前，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
路街道颐和城府社区作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受到表彰，社区党委书记
李红宁代表社区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想起大会现场的情
景，现在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备受鼓
舞。”10月17日，李红宁说。

颐和城府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社
区，其中回族、维吾尔族、满族、东乡族、
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共 1246户 3986人，占
社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近年来，社区
从参与议事、教育培训、经济帮扶、志愿
服务、文化活动等方面多措并举，深入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五融五
和‘颐’团和气”特色品牌。

10月 15日，记者在颐和城府社区的

民族团结主题公园里采访时，看到居民
们来来往往，遛弯散步、健身锻炼、唱歌
跳舞。“这里都成了周边小有名气的网红
打卡地了，附近其他社区的居民也会慕
名而来，来这儿转转。我每天来这个公
园两趟锻炼身体。”颐和城府小区居民赵
焕颜说。

而谁都不会想到，如今的打卡地，在
几年前还是一片垃圾场。

民族团结主题公园紧邻良田渠，位
于颐和城府社区与双渠口村交界处，一
度因无人管理，导致环境脏乱差、居民投
诉多。2021年，颐和城府社区和街道办
事处向政府争取资金 1161.21万元，通过
两年的不懈努力，对良田渠实施了美化
亮化改造工程，增设健身器材、健身步

道、堤岸防护，打造出一个石榴籽民族团
结主题公园，改善了良田渠两侧的生态
环境，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每个居
民都尽一份力，这个家就和谐美满。”颐
和城府小区居民马玉明是出了名的热心
人，经常去帮助处理解决邻里纠纷。

去年 7 月，颐和城府小区的一栋楼
上下水主管道破损，多户居民家里漏水，
而主管道破损处在一户居民家里，这户
居民不愿意让维修师傅在家里动工，导
致居民之间矛盾激化。社区、物业多次
上门被拒，马玉明听说后就赶了过去进
行调解。“我一进门就喊大哥大姐，把关
系拉近，又把事情给说清楚，然后给他们
保证施工结束后恢复原貌，不会影响他

们的正常生活。”在反复劝说下，这户居
民同意施工队入户维修。

经过这件事后，这户人家跟马玉明
关系处得很好，有难事就找马玉明。“有
熟人好说话，群众理群众说。矛盾解决
了，邻里感情加深了，社区就和谐了。”马
玉明说。在颐和城府小区里，“石榴籽邻
里微讲堂”很受居民的欢迎。居民左东
焕最爱讲社区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故
事，这些故事都来自身边的点点滴滴：志
愿者马继升坚持为居民修理家用电器、
磨菜刀，居民马晓燕个人出资为大家修
缮了漏雨的凉亭……

这些居民的善举让民族团结进步之
花在颐和城府社区更加馥郁芬芳，社区
各族居民之间守望相助、亲如一家。

“现在心情还是非常激动”
本报记者 智 慧

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
团全媒体记者 黄英）10 月 22
日，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下简称“白芨滩保护
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豹猫
的身影。连日来，白芨滩保护区
科研工作人员在整理近百部红外
相机照片和视频时，发现了豹猫、
丘鹬、猪獾、沙狐、石鸡、环颈雉、
灰喜鹊、红嘴山鸦、环颈斑鸠、灰
椋鸟、托氏兔、虎斑地鸫等 20 余
种野生动物的影像。

经过多年防沙治沙工作，白
芨滩保护区绿色绿量不断扩展，
大片流动沙丘变为郁郁葱葱的灌
木林。动植物栖息环境改善，野
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生
物多样性逐步显现。目前，保护
区共有野生植物311种，其中包括
发菜、沙芦草、水曲柳等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共有野生动物129种，其
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大鸨，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白琵鹭、白尾鹞、苍鹰、红隼、雕

鸮、纵纹腹小鸮、长耳鸮、荒漠猫、兔狲等。
白芨滩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增设红外

相机 45部，扩大监测范围，覆盖保护区所
有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区域，为进一步掌
握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动态变化趋
势、建立保护区野生动物数据库、制定保
护规划与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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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养花，花也艳，
人也开心。”近日，走进中卫市
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工
商楼小区，一处没有围墙的花

园，依旧花团锦簇、姹紫嫣红。据悉，为解决该小区绿化问题，
今年以来，民族巷社区创新打造“共享版”花园，邀请居民共建
共享，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一般来说，小区绿地出现了黄土裸露问题，物业进行绿
化，是最常见的处理方法。但民族巷社区党委却选择挨家挨
户走访，主动征求意见，邀请居民打造“共享花园”，这是为
何？实际上，在很多小区，居民在公共区域乱堆乱放、“圈地”种
花、“毁绿”种菜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了居住环境不说，还容易产
生邻里纠纷，着实令人头疼。有了“共享花园”，一则能够解决小
区的绿化问题，提升居住品质；二则聚集了爱花养花的社区居民
打理花园，既睦了邻里关系，更激发出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活力，一
举多得。

打造“共享花园”事虽小，却足以显现社区干部的担当作
为。我们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把事“办了”和“办好”虽有
一字之差，但二者却有本质区别。民族巷社区以打造“共享花
园”为契机，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
力，使身边难题迎刃而解。所以，看干部有没有为民情怀，就
要看其面对群众的烦心事、担心事，会不会挑起担子、撸起袖
子，能不能从群众的角度出发，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换句话
说，心中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把一件件“小事”做得精准
细致、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能走出一条实干担当的为民之路，
赢得群众越来越多的掌声。

点滴小事里有百姓心声，柴米油盐间有万家忧乐。我们期待，越来越
多的基层干部能从群众需求出发，用为民情怀，把群众的点滴小事办实办
好，带给人民群众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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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宁夏广袤的土地已“上
妆”，属于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新
台村甘草种植试验田的颜色，是厚重
的褐色。在村集体 95 亩的土地上，甘
草枝叶褪去夏天的青绿，犹如褐色的
地毯铺满大地。地下一米多深处，经
过半年生长的甘草根茎已逐渐粗壮，
深深扎入土地。

回溯以前，新台村种植过的作物
可不少。移民搬迁初期，受制于土地
贫瘠、灌溉用水量不足等因素，村民
尝试过小麦、马铃薯、玉米等特色种
植，但收效不佳，均未形成产业效应。
自 2017 年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驻村帮
扶新台村以来，引导村民调整种植
结 构 ，分 批 集 中 种 植 紫 花 苜 蓿 近
3800 亩，为种植农户兑现补贴 432 万
元。7 年过去了，受生长期影响，目前
苜蓿产量逐年递减。还能种点啥？村
民们期待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给出

“良方”。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面对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村集体
经济薄弱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改变、要
创新、要突破，开拓‘产业富村’的新赛
道。”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驻新台村第一
书记何玉峰说。

如何改？科学施策。2023 年底，
在帮扶单位支持下，驻村工作队多次
协调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工作站、
吴忠市科技局、红寺堡区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组成专家团到新台村“问诊”

“把脉”“组方”，综合土壤性质、种植
事项、高效节水、前期投资等问题，建
议新台村“试水”甘草种植。种好了

“甜根根”，不仅能拔掉“穷根根”，还
能绿了山沟沟。

“药方”给出来了，有些村“两委”
工作人员和村民却犹豫了。甘草种植
没经验，种不好怎么办？市场不稳定，

卖不出去怎么办？
驻村工作队想到了用于发展村集

体经济的 95 亩土地。由于这片土地
属于砂浆地，加之缺少计划用水指标，
近几年种植的小麦、大豆产量不高，一
直处于亏损状态。将之作为甘草种植

“试验田”，项目成功后既能壮大村集
体经济收益，又能引导村民有序调整
种植结构，带动产业创新发展，岂不是
一举两得？今年 4 月下旬，一簇簇人
工移栽的甘草落地“试验田”，目前甘
草根苗长势良好。

为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驻村工
作队联系宁夏岐黄圣草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保底收购合作协议，打造标
准化甘草种植基地，带动农户扩大种
植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经测算，该
项目甘草收获后预计为村集体带来收
益 30 万元至 50 万元，带动种植户亩均
收益 4000 元至 5000 元。

“苦”药材种出甜日子
本报记者 陈 瑶 杨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