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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刚）12月 15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获悉，在日前闭幕的 2024中国旅游集团化发展论坛平
行论坛上，漫葡·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项目（简称“看见
贺兰”）项目入选中国旅游研究院全国《2024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地方范例》。

此次论坛主题为“旅游强国 责任担当”。论坛发布了
《新赛道 新主体——2024中国旅游业先锋力量研究报告》
《中国旅游集团化发展报告（2024）》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投资创业范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集团创新范例”“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地方范例”等系列研究成果。其中，“看
见贺兰”入选“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地方范例”。

“看见贺兰”项目入选全国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地方范例

本报讯（记者 马忠）12月 11日，记者从自治区司法厅
获悉，我区社区矫正机构推行“矫正+”帮教模式，扎实推动全
区社区矫正工作提质增效，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
会，预防和减少再犯罪。

据悉，自治区司法厅建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机制，先后
筹资 685万元，支持县区社区矫正机构购买社会服务，以“矫
正+心理服务”，深化专业化矫治。目前，全区社区矫正机构
聘请 13家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建立心理咨询（辅导）室 29个，
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今年以来，全区共举办社区矫正对象团体心理辅导、咨
询 113余场，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社区矫正对象逐一落实
心理危机干预和矫治措施。同时，全区社区矫正机构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以“矫正+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66场次，受众 2116人
次，取得证书 172人。全区建成社区矫正对象就业帮扶基地
46个，为 76名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岗位。其中，贺兰县司
法局建立培训合作长效机制，组织有就业需求的社区矫正对
象参加“春风行动”就业招聘会，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平罗县
司法局与辖区工业园区、企业积极沟通合作，推动企业需求
与求职意愿的精准匹配，提升就业成功率；银川市西夏区、吴
忠市红寺堡区创新“政府出资补贴+专业机构培训”就业扶持
模式，通过“项目清单+自主选择”的“点单式”技能培训方式，
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精准帮扶。

自治区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厅通过积极协调教育、民
政等部门，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就学、就业等提供指导和帮
助，今年以来全区已经组
织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
象开展心理辅导331人次、
指导就业就学55人次。

宁夏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我是货车司机，中卫市就创中
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向我宣传了创业补贴政策，并指导我提
交了创业补贴申请，鼓励我继续跑大车挣钱。”近日，中卫市
沙坡头区宣和镇兴海村货车司机张学民收到该市就业创业
部门发放的1万元创业补贴后，他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近年来，中卫市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创业培训+创业贷
款+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补贴”五位一体帮扶机制，针对
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开
通人社业务“打包办”“提速办”便民绿色通道，推出创业补贴

“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创新举措，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残联等多个部门通过数据库进行比对筛选，靶向定位
重点群体创业数据，深入各乡镇、社区上门宣传落实政策，实地
考察经营情况，实现“宣传、受理、调查、审核”一站式上门服务，
大大提升了政策经办效率和准确度。以往很多人可能因为信息
不对称或者不了解相关程序而错过申领补贴的机会，现在有了
人社部门的创新举措，扩大了政策落实的覆盖面和知晓度。

今年，中卫市进一步扩展创业补贴政策，向货车司机等特殊
行业群体政策倾斜，通过“数据共享、部门联动、政策找人、补贴
上门”的方式，使创业政策“红利”真正落到有需要的人群中。

中卫市就业创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中卫
市本级共发放创业补贴
80人次80.7万元。

中卫市惠民政策增强创业者信心

12 月 10 日 8 时许，全区移风易俗宣传
月中央媒体、地方媒体采访团的记者们，
乘坐大巴从盐池县出发，赶往同心县丁
塘镇新华村。刚到新华村村委会时，记
者就被村委会院子相亲角的热闹场景吸
引了，原来是丁塘镇 19 个行政村的义务
红娘正在为各自村里的适婚男女青年物
色对象。

“我们村的丁学亮，今年 25岁，是大车司
机，小伙子踏实稳重、勤奋体贴，你们村有合
适的女青年吗？”“我们村有个合适的姑娘，
叫马小燕，今年 23 岁。”在相亲角现场，听
到湾段头村义务红娘邓慧的介绍后，新华
村义务红娘马国花马上接过话茬。“这两人

年龄合适，赶紧让见见面。”一旁，丁塘镇副镇
长马琼和同心县妇联主席张晓琴也高兴地提
着建议。

说起马国花，除了当义务红娘，她还
有个身份，就是新华村妇联主席。自从全
区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以来，马
国花一直发挥着“一专多能”的作用，她还
是一名乡村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的宣
传员。

日常工作中，马国花经常随身带着一
摞摞倡议书和宣传手册，挨家挨户走访。
每到一户，她都热情地和婚恋当事人及其
父母唠家常，讲述那些因高额彩礼而引发
家庭矛盾的事例，以及给村民们普及农

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中的各项政策。在
她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明白了索
要高额彩礼并非光彩的事，而“低彩礼”

“零彩礼”才是青年男女婚后奔向幸福的
“助推器”。

今年，马国花与镇上其他村的妇联主
席开始了紧密协作，共同当起了义务红娘，
她们收集各村单身男女的信息，认真筛选、
比对，寻找合适的配对机会。在一次跨村
联谊活动中，她留意到村民罗正朋家的大
女儿罗绘娟和一位邻村的小伙子吴军。有
心动就有行动，马国花积极牵线，安排罗绘
娟和吴军见面，直至二人有了结婚的打
算。在二人谈婚论嫁阶段，马国花又积极

说服罗正朋“零彩礼”嫁女，最初罗正朋还
有些犹豫，但在马国花多次上门耐心劝说
下，罗正朋明白了“零彩礼”嫁女不仅能减
轻男方家庭的负担，还能得到村上的奖
励。“‘零彩礼’能让女儿到婆家后更有底
气。”罗正朋说。

在马国花的努力下，新华村已有 18对青
年男女成功牵手，其中“零彩礼”家庭 4对、

“低彩礼”家庭 14对。如今，新华村已建立起
“零彩礼”“低彩礼”奖励机制，村里 55名党员
带头签订了移风易俗承诺书，村里还评选出

“六个先锋”移风易俗示范户，引导村民转变
思想观念、婚事新办，推动农村高额彩礼专项
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丁塘镇义务红娘巧搭“鹊桥”促良缘
本报记者 周 昕 白 茹 贺紫瑞

为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改”到居民心
坎里，在原有居民监督员基础上，今年银川
市兴庆区又推行百姓监理员制度，居民以
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百姓监理员，监督施
工进度、检查施工质量、收集居民意见、
协调解决施工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确
保工程质量安全达标、改造内容贴近民
生需求。

“住宅楼的墙体加装了保温层，入冬后屋
子比去年暖和多了。”近日，在兴庆区北关社
区荣丰苑小区，居民监督员孙晓琳向记者介
绍改造以来小区的变化。

兴庆区是老城区，建筑密集老旧，仅 2000
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达 723个，涉及 11万
户、2840 栋，建筑面积达 804 万平方米，户
数占银川总人口的 71%，是老旧小区改造
的“主阵地”。今年以来，兴庆区把老旧住

宅小区作为重点实施的十项民生实事之
一，在完善民生基础设施的同时，推行居民
监督员、百姓监理员制度，广泛征求居民意
见，推动水暖电气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等
改造到位。

在荣丰苑小区改造过程中，有居民发现
黏合剂刷出来的颜色与先前定的样本颜色不
一样。社区居民监督员得知情况后，第一时
间向社区反映。“针对居民反映的情况，我
们约了技术人员、住建局、居民监督员以及
居民代表，现场对黏合剂进行抽样测验，证
明现在用的黏合剂的质量要好于最初定

的。然后我们把测试视频发到群里，让居
民知晓真实情况。”兴庆区北关社区党委书
记柴青丽说，社区的居民监督员在群众和
施工方、社区之间发挥了纽带作用，及时沟
通改造中存在的问题，让改造真正做到了
让老百姓说了算。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涉及内容杂、范围
广。如果施工前期调查不够、方案设计不
细致，施工过程中未做好沟通和统筹，就会
影响改造效果。银川市聘用百姓监理员参
与工程质量监督，建立改造工程评价机制，

居民监督员、百姓监理员作为居民的眼睛
和耳朵，参与到改造的全过程，有助于保障
工程施工更规范、质量更可靠，确保每一项
改造措施都能贴近居民的需求，大大提升
居住环境的质量。

据悉，2024 年，银川改造老旧小区 146
个，改造 182.55万平方米、约 2.25万户，估算
总投资 10.58亿元。截至目前，全市已完工 35
个，正在建设 108个项目。其中，兴庆区北关
社区、宝庆社区、永安社区和裕民社区等社区
累计启用超过 18名居民监督员、百姓监理参
与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老旧小区怎么改？百姓说了算
本报记者 王 瑞

本报讯（记者 陶涛）12月 13日，记者从
固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结合校
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深入学校、企事业单位
食堂等集中用餐单位，宣贯《餐饮分餐制服务
指导》《餐饮业减少食物浪费实施指南》等
国家标准，有效避免原材料浪费。固原市
996家集中用餐单位 100%提供“半份菜、小份
菜”服务。

“通过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小切口治

理，在反食品浪费中精准发力，引导大家制
止餐饮浪费从自身做起，让‘光盘’渐成常
态，有效提高广大群众的节约意识。”固原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固原市充
分利用宣传展板、电子屏、食育作品展等，
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公众形成科学、理
性、文明的消费习惯。引导各类餐饮单位
张贴制止餐饮浪费宣传海报和提示语，提
示消费者合理点菜、适度消费，让厉行节约

成为新“食”尚。
该局将制止餐饮浪费作为餐饮服务单位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纳入包保干部督导和部门日常检查内容；结
合“明厨亮灶+AI”工程，督促经营者合理采
购、加工、配餐；开展“随机查餐厅”活动，从严
从快查处、纠正未主动提示、诱导点餐等违法
行为；共检查餐饮服务经营者 3545家，责令
整改43家，查处案件16起。

固原996家集中用餐单位提供半份菜小份菜

本报讯（记者 龚依然）12月 10日，记者
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组织部获悉，该区聚
焦人才关键小事，在生活、服务、社会环境等
方面深耕细作，全力打造“才聚大武口”服务
品牌，精心营造开放、便捷、暖心的人才生态
环境，助力人才安居、安业、安心。

“我大学毕业后，以青年人才引进方式，
来到大武口工作。入住人才公寓后，我全心
投入工作，归属感满满。”青年人才吴蕾感慨
道。大武口区为破解人才住房难题，实施“人
才安居”工程，筹集 1600余万元建成 45套精

品人才公寓，已解决 500 余名人才住房需
求。出台管理办法，实现住房申请“一站式”
当日办结。建立服务管理群，推行“一人一
档”服务，及时响应人才诉求。此外，聚焦人
才 8小时外需求，打造集社区、公园、活动中
心于一体的“人才HUI”功能服务区，为人才休
闲、健身、交流创造良好条件，助其扎根于此。

“身为碳基材料领域技术人员，能获得重
返大学研修的机会，我倍感幸运。”自治区基
层之星学员贺彬艳表示。大武口区聚焦人才
培育，搭建育才用才平台，现有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和自治区“小巨人”企业 192家。“大武口
机遇无限。”2022年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孙乐心
说。大武口区健全激励机制，重用 12名优秀
青年人才，发放 221.4万元人才扶持资金，众
多人才入选各级人才计划，涌现出一批高精
尖人才。

“我与妻子长期分居，团圆是我最大心
愿。大武口区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我的困难
后，解决了我妻子的工作调动问题，坚定了我
在此干事创业的决心。”高级工程师苏小平感
激地说。大武口区紧扣人才配偶就业、子女

入学等关键需求，推行联办快办机制，由区委
人才办牵头、38家单位协同，梳理需求清单，
统筹安排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事宜，已解决
100余名人才相关困扰。针对交流载体不足，
推出“武智汇”系列活动，举办联谊会、训练营
等，覆盖 500 余名人才，拓宽其交流“朋友
圈”，营造了良好的人才氛围。

大武口区聚焦人才关键需求，以住房保
障、成长支持、生活关怀为基石，解决人才后
顾之忧。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吸引更多贤
才汇聚，为区域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推行联办快办机制 统筹安排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事宜

大武口区办好关键小事厚植人才沃土

本 报 讯 （记 者
蔡莞郁）“政府给免费
安装了空气源热泵，
民政局给发了取暖补
贴和电价补贴，各类
救 助 资 金 和 补 贴 能
保 障 家 里 基 本 生 活
和 取 暖 费 用 ，入 冬
以 来 家 里 暖 和 得
很 。”近 日 ，青 铜 峡
市 小 坝 镇 永 丰 村 双
目 失 明 的 村 民 连 桂
芳 说 。 近 年 来 ，青
铜 峡 市 不 断 提 高 困
难 群 众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水 平 和 兜 准 兜 牢
民生保障底线，今年
截至目前，已发放各
类 救 助 资 金 1.11 亿
元，提标惠及保障对
象 19115 人。

社会救助事关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
食冷暖。 2024 年，青
铜峡市再次提高社会
救助标准，将城市低
保 标 准 由 每 人 每 月
650 元提高到 690 元，
将农村低保标准由每
人每月 460 元提高到
510 元，将城乡特困供
养人员标准分别由每
人每月 845 元、608 元
提高到900元、670元。

截至目前，青铜峡
市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18393人、分散特困供
养对象 189人、低保边
缘家庭 4户 8人。今年
以来，青铜峡市加强低
收入人口监测预警，做
好 分 层 分 类 救 助 工
作，动态掌握困难群
众生活情况，实施临

时救助 2484 人次，发放救助资金 774.1 万
元。与此同时，拓展多元救助模式，持续
推进“物质+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建立群
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的应需式服务
模式，为全市 2000户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等服务，不
断满足困难群众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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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花灯、包饺子……12月13日，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馨和苑社区组织“党建冬至”活动，提升流动党员和企业职工的归属感。
本报记者 杨超 摄

（紧接第一版）保健品加工为补充的全链条发
展格局，全产业链产值达 11.9亿元，实现了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近日，记者走进隆德县宁夏西北药材科
技有限公司分拣车间，只见射干堆满了分拣
台，工人娴熟而忙碌地进行分拣。“这些射干
经过分拣、清洗、切片、干燥等加工环节后，出

厂价可达每公斤 200元。”该公司负责人谢娟
芳说。

依托当地林下中药材种植优势，近年来，
该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累计发展林药业间作种植 2万亩，经营加工
包含黄芪、黄芩、党参、秦艽、柴胡、石斛等在
内的 400余种林下中药材原料，产出 1000余

种林下中药材产品，在全区中药材产品市场
占有率约30%。

将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同
时，该公司也为当地农户开辟了增收致富的
新路径。隆德县凤岭乡巩龙村村民于喜梅，
每年都会在企业的中药材原料仓库里工作 3
个月，进行中药材的初拣。“在这里工作，我每
年能挣到大约1万元。”于喜梅说。

据介绍，该公司每年收购中药材原药材

1000吨以上，涉及农户 230户，户均收入超
3000元。同时，公司还为周边村镇困难群众
提供固定就业岗位 70多个，年发放工资 220
余万元。

“近年来，隆德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
林下中药材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不断拓
宽‘山绿’与‘民富’共赢发展的新路径，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隆德县林草局
相关负责人说。

六盘山林下中药材塑强全产业链条 12 月 15 日清晨，永宁县望远集市热闹非凡。当日是
“3、5、8”望远大集开集的日子，恰逢周末，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赶大集。 本报记者 马楠 摄

“日盛公司致力于氯碱循环产业发展研究，在工艺革新、
节能降耗、绿色环保、清洁生产、降碳利废等方面持续投入，
通过自主培养和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等方式，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推进技术进步，现有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近 300人，自主
创新研发多项科技成果。”近日，宁夏日盛高新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红宾介绍，截至目前，公司共有发明专利
4件、实用新型专利32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4件。

该公司始建于 1994年，2020年被自治区确定为全区 40
家新材料产业重点企业，年产值约50亿元。

“日盛高新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当地
良好的营商环境。”李红宾说。为了回报这片热土，从 2013年
开始，企业累计向石嘴山市教育系统捐款 500余万元，用于奖
励考入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优秀大学生、奖励优秀教师和优
秀教育工作者。还向宁夏兴华成才助学基金会、惠农区慈善
会、宁夏黄河善谷、石嘴山教育促进会等捐款 310万元，并捐
赠价值2000多万元的养老公寓，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30年来，日盛高新秉承“爱德诚善”的企业文化和理念，
履行“企业公民”职责，为地方发展、乡村振兴等贡献力量。

日盛高新：
热心慈善公益，当好“企业公民”

本报记者 张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