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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短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文革）11月 7日，在中
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李园村的蔬菜大棚里，
村党支部书记马学平正弯腰仔细查看芹菜的
长势。这位曾经的后备力量，如今已是村民
们信赖的“领头雁”。“上任后，我追回村里被
拖欠了 5年的土地流转费，现在 58万元已全
部到账。我还带领村集体增收 55.12万元。”
马学平自豪地说。

从储备培养的村级后备力量，到独当一
面的村党组织“领头雁”，马学平的成长故事
不是个例。沙坡头区通过下深水去“摸”、全
面考察去“筛”、多措并举去“育”、时机成熟去

“用”等 8个环环相扣的步骤，不仅储备了 785
名平均年龄 35岁的村级后备力量，而且确保

这些年轻人具备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和担
当。眼下，该区村级组织后备力量正在乡村
振兴中大展拳脚。

沙坡头区动员退役军人、致富能人、外出
经商务工人员等群体返乡任职，并宣传待遇
保障、晋升渠道、干事平台等，吸引他们归乡
干事创业。“我们还跨省‘拽人’，把在成都担
任建筑工程总工程师的王侃请了回来，加入
村里的后备力量。”滨河镇南关村党支部书记
林建国高兴地说。

沙坡头区对储备人选层层筛选，不仅注重
“规模”，更重视“质量”，坚决把49名不合格人员
挡在门外。东园镇赵桥村将“家风正不正、家教
严不严”作为重要标准，确保后备力量既有能力

又有品德。为帮助后备力量迅速融入村级工
作，沙坡头区创新建立了“N+1”结对帮扶机制，
486名现任村党组织书记和包村干部与785名
村级后备力量结对，“手把手”传授经验。

文昌镇东关村的雍涛曾是一名外出务工
的小老板，回到村里成为后备力量。“我刚回
到村上时，对村务一窍不通。跟着大家学了
一段时间后，对村里的事越来越得心应手
了。”雍涛说。

为进一步提升后备力量的工作能力，沙
坡头区还组织了常态化专项培训班，参与人
数超千人次。其中，178名表现优异的村级后
备力量被聘为村级公益性岗位人员，83名综
合能力较强的后备力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

理。通过实战与学习相结合，这些后备力量
逐渐成长为村级工作的中坚力量。

永康镇彩达村的冯玉带就是其中的代
表。作为村里的后备力量，他带领村民发展
蒲公英鲜菜、富硒蒲公英茶加工等项目，引领
村民种植 2000亩蒲公英，同时大力发展林下
经济，带动果农每亩增收至少 1500元。彩达
村成为集体经济发展好、人居环境改善好、群
众评价反响好等“五好”示范村。

沙坡头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该区已选任 36名产业带头人、退役
军人等后备力量进入村“两委”班子，其中，7
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这些“中流砥柱”在基
层大显身手，为乡村振兴带来全新活力。

育强村级后备力量 蓄足“头雁”源头活水

沙坡头区785名“生力军”一线显身手

11月 11日，贺兰县中通快递宁夏管理中心内，快递分拣员正在进行分拣工作。近期中通快递宁夏管理中心平均每天有近 300位工作人员
24小时坚守工作岗位。 本报记者 马楠 王洋 摄

“小区里终于有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了，我
再也不用为找充电桩满
街跑了。”日前，家住银
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街
道居安家园社区平伏桥新村居民杨凯，站在
小区里崭新的充电桩前，高兴地说。

平伏桥新村小区是 2009年建成的，随着
时间推移，小区公共设施逐渐出现短板，尤
其是随着小区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增加，没有
充电设施成为困扰居民的“老大难。”像杨凯
一样的新能源车主们，每天充电都只能到距
离小区 5公里外的停车场，给出行带来了很
多不便。

近日，平伏桥新村小区业主委员会在“业

主接待日”上，收到了居民们关于充电设施匮
乏的反映。

随即，平伏桥新村小区业委会第一时间
联系了社区和物业公司，共同商讨解决方
案。经过前期多次实地勘察选址，走访征集
居民意见，摸排新能源汽车数量，大家决定利
用小区的“边角地”，将其改造为新能源车充
电专用停车位。确定了安装地址后，业主委
员会与安装企业和供电公司反复沟通协商，
确定了充电桩的安装方案。

目前，经过施工，一
批 3组 5个崭新的智能
充电桩在平伏桥新村小
区东北角区域安装完
毕。今后，居民只需要

将车停在专用停车位上，插上充电枪，就可以
轻松完成充电，而且充电桩还支持智能预约
和远程监控功能，让居民们能够随时掌握充
电情况，大大提高了充电的效率和安全性。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只是社区着眼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将持续
以居民日常生活的点滴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推进辖区各处软硬件设施同步升级和改
造，进一步满足居民生活的需求。”居安家园
社区党委书记蒋凤琴说。

这“桩”好事已办成
本报记者 杨 超

“以前烧炉子，半夜
加煤、早晨倒灰，弄得
人‘灰头土脸’的。这
下好了，你们给我家装
上了空气能取暖设备，
听说这是清洁能源，以后屋子不仅暖和，而
且也干净多了。”11 月 11 日，固原市原州
区三营镇新三营村八旬老人罗彦英高兴
地说。

罗彦英是新三营村二组的单老户，膝
下无儿无女，镇村干部多次入户照料，确保
其日常生活有保障。前不久，该镇人大主
席王森走村入户时了解到罗彦英至今仍靠
烧煤取暖，可能存在煤烟中毒安全隐患，王
森随即与新三营村党支部书记海玉凌商议
解决，及时协调宁夏艾尼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捐赠空气能取暖设施，并安装调试，确
保设备正常使用。

眼下，气温已经开始下降，如何让困难群
众安全温暖过冬，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效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三营镇近期重点
工作之一。

“我非常高兴，这几年多亏了你们的关心
帮扶，我整个人也精神了很多，去年我的房子
漏水，也是村干部和队长帮我翻修的，其间没
地方住，我就住在队长家，这怎么不叫我感
动。”罗彦英谈起镇村干部对她的关爱帮扶，

眼里也泛起了泪花。
近年来，三营镇坚

持把社会救助作为保
障基本民生、关爱帮扶
困难群众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不断
统筹资源，加强对辖区内低保人员、特困人
员、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关心关爱，精准制定
帮扶措施，全力兜牢民生底线。

“目前，我们已经全面对辖区困难人员
走访摸排，并对接了三营商会、博福公益，
精准提供冬季救助服务。下一步，三营镇
将前置救助关口、延伸服务触角，时刻
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以实际行动推
动‘寒流’变成‘暖流’。”三营镇镇长马成
龙说。

美好生活暖起来
本报记者 马 忠

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
集团全媒体记者 王若英）“口
感酸酸甜甜。”11月 5日 10时
许，在永宁县闽宁镇禾美电商
帮扶车间直播间，主播马燕熟
练地推介枸杞原浆。镜头前
的她自信开朗，谁也想不到，5
年前那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
村姑娘会成为网红主播。

马 燕 是 闽 宁 镇 原 隆 村
人。村里的禾美电商扶贫车
间采用“企业+帮扶车间+贫困
户”“电商+旅游”等模式，通
过“以工代训、订单培训”，培
育出“闽宁禾美”区域品牌和

“闽宁巧媳妇”直播带货团
队。目前，直播间日订单超
过 2000 单，在淘宝、天猫、拼
多多、抖音、快手、微信公众
号等近 10个平台开辟网销门
店，不仅将永宁县特色农副
产品销往全国，还让马燕等

“巧媳妇”实现了从农村妇女
到农产品扫货手、村情讲解
员、民风宣传员、乡游代言员的
华丽蜕变。

自 2015年以来，银川市累
计投入各级扶贫资金、衔接乡
村振兴专项资金、闽宁协作资
金、企业自筹资金 9.9亿元，建
成就业帮扶车间 44个，累计带
动就业 2.9万余人次，其中脱贫
人口 5111 人次，人均月工资
3112元。今年截至8月底，帮扶
车间带动脱贫人口566人，同比
增加9.3%。

在西夏区杞里香同阳新村
帮扶车间，一个实时滚动的电
子大屏幕显示当日订单已达
11754单，工人们正忙着打包
产品。宁夏杞里香枸杞有限
责任公司人事部负责人薛芃
飞介绍，帮扶车间于 2021 年
投入运营，主要解决同阳新
村、南梁社区、园林场社区居
民的就业问题，年带动稳定
就业及临时用工人次达 3000
人次，人均年工资收入 3.6
万元左右。 2023 年搬至杞
里香健康产业园后，目前由
帮扶车间转移过来的在职建
档立卡户、低保户和脱贫员工
共30人。

马小花是杞里香同阳新村帮扶车间拼
装组副组长，2023年 2月入职，从兼职干到专
职，一年多来，月工资涨到 4000多元。“我是
跟着车间从同阳新村过来的，搬迁后虽然离
家远了，但公司领导对我们非常关心，我很
知足。”马小花说。

在银川，“马燕、马小花们”还有很多。
就业帮扶车间根据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资
源，充分利用移民乡镇（村）闲置土地、房屋
和产业园区，提供制衣、手工编织、食品加
工、种植养殖、分拣加工等多种就业岗位。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银川
市将加大资金统筹整合支持力度，拓宽整
合资金支持范围，重点争取以工代赈资金
支持。同时，指导各县（市、区）进一步完善
就业帮扶车间带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奖励
政策，充分调动帮扶车间运营主体吸纳脱
贫人口就业积极性；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
土地、房屋、仓库，扩大帮扶车间生产规模，
延长产业链条，培育新业态，打造现代化就
业帮扶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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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今年 6月，宁夏籍学生桂婉莹从
郑州轻工业大学毕业后，陆续面试了4家企业，均因没有工作
经验被拒之门外。9月中旬，她从网上看到贺兰县提供青年
就业见习岗位，便积极报名到宁夏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参加
见习。“青年见习岗位为我提供了一个积累工作经验的好机
会，让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找工作不再迷茫。”11月 8
日，正在忙碌的桂婉莹说。

今年以来，贺兰县积极响应国家促进青年就业政策，通
过打造优质见习基地，为广大青年搭建了一座从校园通向职
场的稳固桥梁，有效缓解了青年就业难题，为县域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近日，贺兰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深入
调研本地企业的需求和青年的就业意向，筛选认定 8家具有
发展潜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作为见习基地，提供53个丰富
多样的见习岗位，满足了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失业青年等群
体的需求。

“我希望每一位见习生都能在这里学到真本事，为将来
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贺兰县哆来咪幼儿园负责人
孙庆君说。

“为确保见习工作取得实效，我们通过制定完善的见习
管理制度，对见习基地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评估，保障见习岗
位的质量和青年的合法权益；为见习青年提供专业的职业指
导和培训，帮助他们提升就业技能，更好地适应职场环境。”
贺兰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见习
基地是一项长期工作，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对见习基地的扶持
力度，拓展见习岗位的数量，为青年提供更多优质的见习岗
位和实践机会。

新增8家见习基地 提供53个见习岗位

贺兰县搭建平台为青年就业铺路

本报讯（记者 龚依然）11月 7日，平罗县河东地区 1.73
万亩白玉山药喜获丰收。今年，该县山药亩产高达 4000公
斤，总产值预计达4.2亿元。

“从摸底山药种植规模，到把控安全生产环节，再到了解
市场销售情况，我们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紧盯山药生产全
过程，做好质量管控和标准化生产。”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副主任韩丽英介绍，除了指导种植户绿色生产
技术、助力品牌创建外，还排查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在山药上市
之前进行农药残留定量检测，让每一根山药都能安全走向市场。

为了从源头上保障山药品质，专业技术人员于播种期
间，前往平罗县陶乐镇、红崖子乡、高仁乡，举办山药种植技
术培训班，现场为150名山药种植户“传经送宝”，帮助种植户
掌握绿色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妙方及农药化肥正确使用方
法，为山药高产优质筑牢根基。

“我们定期安排专业人员深入生产一线，为种植户指导
病虫害防控和安全用药技术，禁限用农药目录被发放到每一
个种植主体手中，让‘不安全不上市’的意识深深扎根在种植
户心中。”韩丽英说。

10月初，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人员对农药残留进行专项抽
检，确保山药高品质安全上市。“此次行动抽取了21个生产主
体的 37批次样品，禁限用农药未被检出，常规农药抽检合格率
达到了100%。”韩丽英介绍，督促生产主体依据速测结果，为每
一批次产品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让这些带着“身份证”的山
药亮证进入商超和农贸市场，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

目前，宁夏彩善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山药
被认证为特质农品，成为平罗县河东地区山药产业一张

“新名片”。

平罗山药带着“身份证”闯市场

近日，一群小天鹅在银川市西夏区犀牛湖湖面上游弋。
近年来，西夏区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
治理和保护措施，有效改善了湖泊水质，为候鸟迁徙营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乔新宇 摄

（上接第一版）

共护母亲河，“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

“日头总是不歇地走，走过了家走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
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 30 多次到黄河流域各省区考
察，党的二十大至今总书记主持召开了 9场有关区域发展的
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战略
持续向纵深推进。

宁夏党政代表团甘肃之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沿
着总书记考察甘肃的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来到兰州安宁区枣林西社区
和社区旁的刘家堡派出所，代表团成员详细了解“田字形”
基层治理体系架构、组织搭建、运行模式和“1234警调对接”
工作机制，感受小网格赋能社区大治理的强劲能量，通过他
山之石探寻构建完善社会工作体系、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

“密码”和路径。
战略指引共潮生，万里山河起宏图。
代表团成员登上百年中山桥，看黄河奔腾前行、水鸟嬉戏

河中、两岸商铺林立，既叹黄河磅礴，也叹人河相亲，更为两者
相融带来的烟火盛景赞叹不已，这惬意、安宁与繁华，处处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思启示。
“平均每天有两万人来中山桥打卡，外地人居多”；

“黄河泥沙含量 2013年到 2018年是 2836万立方米，现在
是 1502万立方米，2023年下半年达到 I级A排放标准，我们确
保一河清水入宁夏”；

“每到夏天，河面上有鸳鸯、野鸭等水鸟60多种”……
甘肃在黄河治理保护中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令大家

感叹不已。
从社区治理到黄河保护，代表团认真学习甘肃的好经验好

做法，大家一致表示，甘肃和宁夏同为西部省份，今天的一切发
展成就都是总书记带领我们干出来的，只要坚定不移沿着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就一定能将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
成美好实景。

看甘肃“芯”坚定宁夏“行”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宁夏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此次学习考察，代表团看得最多的便是科技创新龙头
企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一〇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研制
的一系列高精尖产品成为大国重器的关键核心部件，西脉
记忆合金公司生产的生物可吸收医用器械颠覆传统手术观
念，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重离子治疗癌症、辐照诱
变育种等方面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每到一个企业，代表
团成员如饥似渴地了解技术迭代、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突
破、产品更新，近距离感受解放思想带来的强大活力、科技创
新奔涌的澎湃动力。

在西脉公司，代表团一行参观形状记忆合金内固定植入器
械、人工机械心脏瓣膜、新型功能性涂层导丝、超润滑亲水涂
层导尿管等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产品应用、产业规划、发展
方向、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生产运营等情况。在这里板材可
以“和面”，科技之“刚”赋能金属之“柔”，将创新内涵体现得
淋漓尽致。

“以前，医生通过手术用钢丝或铁板固定人体骨骼，且不
说手术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钢铁材料本身就会对患者造成
不小的二次伤害。现在，记忆合金能记住不同温度下的不
同形状，打造的内固定植入器械可以在低温变形状态下植
入人体，再在人体体温下自动恢复至变形前形状，手术方便
易操作”；

“这是医用可降解材料，代替钢板植入人体两年后会被吸
收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病患无需二次手术”；

“重离子在加速器的赋能下，就如同精准的手术刀，能够直
击病灶，释放出巨大能量，歼灭癌细胞”……

一路走来，一路感叹。
代表团成员认为，甘肃是我国西部的老工业基地，如今实

地看到甘肃工业发展既有体量质量、更有创新的能量智慧，深
入了解甘肃“芯”，更加坚定了宁夏“一定行”的信心。

通过学习考察、思想碰撞，代表团成员拓展了思维，开阔了
眼界，收获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理念、经验举措。大家一
致表示，在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今天，不改革、不创新没有出
路，改革迟滞、创新缓慢一样没有出路，必须解放思想，加快培
育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培育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未来之路，兄弟携手才会越走越宽广

当前，甘宁两省区都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共同面临
国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带来的发
展机遇。

两省区座谈会上，李邑飞、胡昌升围绕深入贯彻总书记在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以及考察两省区重要讲话精神进行深入交流，对两
省区携手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合作达成高度共识；
张雨浦、任振鹤分别介绍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签订两省
区《深化合作框架协议》。考察期间，自治区政府还与兰州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满满的收获已经装进口袋，剩下的就是把谈好的合作、签
订的项目一个个、一项项落到实处，以实干把地缘、血缘、亲缘
转化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务实举措，为两省区高质
量发展添动力，为两省区人民增福祉。

以真诚回应真诚，11月 10日返银当晚，自治区党委连夜对
接起草任务落实清单；11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通报
党政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情况，就协议落实作出具体安排，
要求全方位推进，无缝衔接、跟踪落实。

我们深信，此次甘宁之间的有力“握手”，必将在现代化
新征程上携手走出一条西部地区跨省域合作发展的新
路子！

甘宁携手 一起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