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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铁志平）2024年，吴忠市
通过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动态
管理及时救助、发挥慈善力量、强化老幼关爱
等方式，多管齐下兜底关爱保障网，确保困难
群众“应救尽救”“应保尽保”。截至目前，该
市有城乡低保对象共 78357户 115042人、特
困供养对象 1724人，为各类救助对象发放救
助资金 5.9亿元，为 16880人次困难群众发放
临时救助资金4380.47万元。

同心县杨某住在吴忠市利通区，妻子离

家出走，两个孩子上学，杨某视力二级残疾，
亟待手术，2024年 9月，他向吴忠市民政局求
助。吴忠市民政局多次与利通区、同心县民
政局对接，核查相关信息后，经协调，当年 11
月同心县将其纳入低保，同月利通区根据其
大额支出情况给予 1.4万元临时救助，解决了
杨某的实际困难。

利通区古城镇 62岁的马女士患肺心病
需长期吸氧，频繁去医院十分麻烦。居家
适老化改造“焕新”政策实施后，马女士家人

用 2900多元购买价值 5800多元的家用制氧
仪。“自从有了制氧仪，再不用担心老人吸氧
问题，特别省心。”马女士的女儿说。吴忠
市综合评估建立 5751 名失能、部分失能
老年人台账，为精准实施养老服务供给奠
定基础，发放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资金
1500万元。

“我们强化低保对象动态管理，累计清退
低保对象 8756人，新纳入低保对象 8650人。
积极探索‘救助+慈善’帮扶衔接，链接公益慈

善力量，筹集善款 262.34万元，有效缓解 1.5
万余名困难群众急难愁盼。同时对全市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开展
摸底排查，投入 70万元慰问 1200余名困境儿
童，为 91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助
学金 80万元。为 5.62万名困难残疾人和重
度残疾人发放补贴 7148.49万元，及时纳入城
乡低保 167户 374人。”吴忠市民政局负责人
介绍，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各类困难群体均能
得到政府兜底服务。

吴忠市织密困难群体民生“保障网”
2024年发放各类救助资金6.3亿余元

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裴艳）2024年 12月 31日，银川市民政局发
布消息，当年发放各类救助补助金 4.5亿元，
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银川市民政局低保中心负责人介绍，全
市通过落实落细刚性支出扣减和渐退期、单
人保、急难发生地先行救助等政策措施，及时
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范围，做到

“应保应保”“应救尽救”。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 4.05万人，低保金发放金额由 2023年的
2.2亿元增加到2.54亿元，同比增长15%。

小王听力残疾一级，父母都已退休，2018
年 8月被以重度残疾“单人户”纳入低保，月
低保金 828元。2024年，小王考取了广东一

所大学的研究生，经银川市民政局审核，给予
其 8000元就学救助金。此外，小王每月享受
生活补贴 240元、护理补贴 130元。民政部门
还为其发放各类社会救助金，包括银川市采
暖补贴 400元、自治区采暖补贴 200元、春节
慰问金600元。

在银川市发放的救助补助金中，城乡低保
金为2.54亿元。为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特
困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1664.3万元；累计

发放临时救助金1189万元，用救助力度提升民
生温度，兜住兜准兜牢兜好基本民生底线。

42岁的小杨肢体残疾四级，一家四口每
月享受低保金 2475元。小杨患乳腺癌，每月
医疗支出近2000元，两个儿子均在上大学，丈
夫在小区物业工作，月收入约 3800元。2024
年，小杨的住院医疗费用支出 51479.12元，享
受医保统筹和“一站式”救助后，个人需支付
12115.2元。银川市民政部门结合实际情况，

给予小杨临时救助金7110元。
银川市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不

断扩大兜底保障覆盖面。失能、半失能特困
供养人员集中供养率达 57%，有意愿特困人
群集中供养率达 100%。累计集中托养困难
重度残疾人 300余人，实现 1478户特殊困难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全覆盖，为 2665名失
能、半失能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助洁、助浴、
助急、助餐等居家上门服务6.8万余次。

银川市用救助力度提升民生温度
2024年发放各类救助补助金4.5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李锦）1月 1日，记者从固原市生态环境
局获悉，2024年固原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2%，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 337天，较 2021年、2022年、2023年同期平均
值增加 3.7 天。其中，当年 9 月至 12 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比近3年同期平均值增加31.7天。

“守护‘固原蓝’，我们重点在污染源落地上把好关、持续
在污染物减排上下功夫。”固原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

“十四五”以来，固原市高位推动打好蓝天保卫战，先后制定
出台固原市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以及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实施方案、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
严控电解铝等一些高排放、高污染项目落地，污染源数量和
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2022年以来，固原市新增城镇人口约 2万人、新增机动
车保有量 64571辆、新增涉气排污企业 20家，这对环境空气
质量构成了污染威胁。但比较近 3年数据，固原市PM10、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为 43微克/立方米、22微克/立方米，与近 3年
同期平均值相比分别下降 7.1个百分点、持平，这意味着在
人口、车辆、企业都增加的情况下，固原市空气质量仍在持
续改善。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去年以来，我们围绕重点区域、重
点时段、重点行业企业，在治企、减煤、控车、抑尘、禁燃等措
施上持续发力。”固原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固
原市累计削减氮氧化物 557.453吨、挥发性有机物 328.605
吨，通过实施清洁取暖、老旧机动车淘汰、清洁能源替代等重
点减排项目，淘汰 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11台，超低排放改造
锅炉 2台，实施清洁取暖改造 86100户，安装加油站油气回收
在线监测系统98家，城市道路机械化湿扫率提高至85%。

“我们将充分利用固定和移动监测设施及时锁定污染点
位，对大气污染源及时预警研判、建档立卡、动态监管、逐项
销号、复盘分析，实行‘源头减污，过程控污，末端防污’一体
抓，全力守护‘固原蓝’。”该负责人说。

2024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2% 9月至12月优良率100%
固原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近3年同期最好水平

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我现在信心满满，正计划扩大
餐厅规模。”2024年 12月 30日，石嘴山市惠农区退役军人徐
俊连向记者分享他的创业心得。去年，惠农区就业创业服务
局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就业创业服务，徐俊连获得20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坚定了他的创业信心。

“您看，这是我们的惠民惠企政策清单，您如果想咨询一
次性创业补贴、社保补贴政策的话，可以按照政策清单联系
我们。”近日，惠农区就业创业服务局政策宣传小分队再次走
进徐俊连的餐厅，宣传各项就业创业政策。

去年以来，惠农区就业创业服务局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为退役军人搭建起实现创业梦想的桥梁。线上，根
据退役军人实际需求，灵活发布贷款政策信息，确保及时触
达目标群体；线下，通过创业培训、人社服务专员走访以及专
场招聘会等渠道，面对面为退役军人解读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有效提升政策的普及度与影响力。截至目前，已累计为
辖区内 5名退役军人发放创业贴息贷款 130万元，创业带动
就业23人。

刘军退役后，在惠农区经营了一家渔具店。搭乘创业政
策扶持东风，他成功申请到 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将业务延
伸至更广阔的市场。如今，他的渔具店拥有了一批稳定的客
户群体，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

“我们将持续深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推广力度，进一
步拓宽宣传渠道，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常态化为退役军人
提供便捷高效的就业
创业服务。”惠农区就
业创业服务局局长向
轩说。

惠农区为退役军人创业搭桥梁

“这里的健身设施
齐全、价格便宜，有专业
教练指导，还可以做康
复训练，效果很好。”如

今，家门口的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正成为银川市民健身、
康复的好去处。据悉，银川市已建成社区运动健康中心
22个，方便了广大群众就近健身。

作为人们追求身体健康的重要方式，如今，健身已
深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但现实中很多人并不具备专业
的运动知识。一些非科学的运动方式，无法取得理想的
健身效果，还有可能造成健身不成反伤身的后果。普及
科学运动知识、提供专业运动健康服务，成为当务之
急。从这个角度来说，社区运动健康中心的建成，让群
众低成本享受便捷、优质的科学健身、康复服务成为可
能。有了这样的场所，居民可以放心在家门口锻炼身
体，同时，还能促进邻里交流，激发居民健身热情，形成
健康向上的社区氛围。从长远看，低廉的费用和专业的
健身指导、康复服务，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科学的健身
活动中来，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值得借鉴。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随着人人参与运
动、全民参与健身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如
何提高运动健身的质量，实现从想健身、爱健身到会健
身、健好身的转变。但就目前来看，我们距离人民群众
高质量的运动健身需求，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健身去哪
儿”“健身咋科学”还需持续破题。打造社区运动健康中
心，在解决前述问题上，无疑提供了有益探索。期待这
样的做法能在更多地方推广开来，让不断扩容的共享、
普惠健身场地资源，更好满足百姓科学健身需求，让不
断提档升级的运动健康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更好满足百姓科学健身需求
赵 慧

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王若英）“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2024
年 12月 31日，贺兰县立岗镇永华村为村民发
放米面油等新年礼物。去年，永华村集体经
济收入超过百万元，村“两委”班子决定给 60
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发放米面油，共 190户，每
户200元标准。

73岁的村民马兰花接过一桶 5公斤的
油、一袋 10公斤的米、一袋 10公斤的面，虽然
走路有点踉跄，但脸上乐开了花。“你来得太
及时了，要不然我还拿不回去呢。”老人刚走
了十几步，女婿就骑着三轮车到了跟前，将东

西装到三轮车上。
“厉害呀，25公斤的东西提上就走。”63岁

的村民马长伏刚接过米面油，同村人打趣道。
“以前村上新年慰问只给 70岁以上老年

人发东西，今年有钱了，60岁也照顾上了。”马
长伏说。

“往年特别羡慕百万元村，今年我们村终
于也跨进这个行列了，腰杆子都直了。”永华
村党支部书记马兴说，村里盐碱地较多，历来
以种植水稻、玉米、大豆等传统农作物为主，
村集体经济不理想，2022年村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只有 44 万元，2023 年达到 85 万元。

2024年，为冲击百万元大关，村“两委”群策群
力，流转 550亩土地种植玉米，又引进浙商种
植 700多亩西蓝花，加上农产品销售、租金、
管理费等，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110万元。

“今年还要继续努力，争取年底全村人都
能领到礼物。”马兴满怀憧憬。

跨入百万元村行列

永华村给60岁以上村民发新年礼物

本报讯（记者 蒲利宏）“去年村上集体
经济收益好，种的葡萄和辣椒卖上好价钱，今
天给我们这些‘股民’分红了，心里美得很，抱
团发展有出路。”1月 2日，中宁县石空镇童庄
村村民杨如林说。

近年来，石空镇立足集体经济发展，探索
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由 15个村抱团发展联
合成立益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跨村联
建”拱棚基地，种植 48棚“杞玉玫瑰”葡萄，去
年产量达 20万斤、销售额达 300万元。去年
全镇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达 7000万元，经营性
收益达 1200余万元，同比增长 46%，百万元
村已达到 5个。就近解决 1000余名劳动力转
移就业，群众务工收入达900余万元。

去年年底，该镇 15个村再次合资建成兴

旺玉米压片场，对镇域内村集体、农户的玉米
进行深加工，每年产能达 6万吨，经济效益可
达 800万元以上，实现农户、村集体、畜牧企
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我们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初衷，就是让村民的生活提质。今
年给村上 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发放米面
油，让群众享受村集体经济发展红利。”童庄
村党支部书记郝建宁说。

该镇引导农户和“三类人员”等困难群众
以土地、资金入股，实行“保底分红+收益分

红”模式，发动弱劳动力群众参与由公司运营
的项目，就近获取劳务收益，让群众共享产业
发展成果。

为有效规避产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该镇
探索“风险期共同体试验、成熟期群众引入”
模式，由企业投资培育新品种，逐步推广本
土化种植。推行“集体经济收益+村民积分
制激励”机制，倡导各村将不高于 30%的村
集体经济收入用于积分奖励，建立村集体
与群众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让“小积分”获

得“大收益”。
“今年，我们将持续深化‘区域党建共

同体’发展模式，扩大‘中宁圆枣’、‘枣园清
炖土鸡’、‘杞玉玫·瑰’葡萄等品牌效应，形
成资源集约、产业集群、特色集聚的发展优
势。积极探索构建集葡萄采摘、观光旅游
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综合体，打造石
空特色样板，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提效
飞跃，力争达到 7个百万元村目标。”石空镇
党委书记赵建国说。

催生5个百万元村

石空镇农民搭上抱团发展“致富快车”

“要掌握好每针之间的距离，不然中间容
易出现缝隙，这样的产品既不美观又影响销
量。”2024年 12月 29日，在青铜峡市残疾人托
养中心“美丽工坊”内，青峡绣女负责人李秋
梅正在指导工人编织工艺品。

“来我这边从事编织工作的都是留守妇
女、残疾妇女，大家聚在一起有个共同的盼
头，那就是学门手艺，让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李秋梅笑着说。

与现在的开朗自信相比，创业之初的李
秋梅因为对市场需求不了解、没有创业经验，
生意惨淡。“最开始的那几年太难了，整天闭

门不出，不愿见人”李秋梅说，为了拓展市场，
她奔赴全国各地走访学习，积极参加青铜峡
市妇联举办的手工艺品制作技能培训班。经
过专业培训辅导，李秋梅提高编织技能的同
时，还逐步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2015年，李秋梅成立青峡绣女工艺品编
织公司，并注册商标“青峡绣女”。公司主要
经营工艺品制作、培训和来料加工等业务，目
前在银川市、吴忠市等地设立分店10余家。

“带领妇女群众共同致富，才更有价值和
意义。”怀着这样的想法，李秋梅带领下岗失
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制作丝带绣、丝网

花，编织刺绣、串珠等手工艺品，并举办有针
对性的技能创业就业培训班。

在编织车间，50岁的杨学花正给练习非
遗编结的几名托养人员进行指导。几年前，
杨学花开始跟随李秋梅学习编织、串珠。如
今，杨学花走上讲台成为讲师，在自治区各级
残联举办的活动中为残疾人讲解手工编织技
巧。“我原先没有工作，跟着李老师让我学会
了多种技能，有了稳定收入，我感到很自豪。”
杨学花说。

“在这里我学会了编拖鞋、装纸、制作香
薰盘等手艺，每月能挣 1000多元，日子越过

越好。”说话间，刘文兵就编好了一个竹筐。
45岁的刘文兵，1岁时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
双下肢残疾，出行只能靠拐杖，一度变得自
卑、消沉。“过去因为身体原因，我一直不愿出
门，李老师鼓励我，跟着她我学到了很多技
能。今年又当上了车间主任，我要继续努力，
把生活过好。”

截至目前，李秋梅累计举办培训达 280
多期，培训城镇居民 3万余人次，带动 1200余
名城镇居民成功就业、创业。

如今，在李秋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
用巧手编织着自己的美丽人生。

一针一线编织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贺紫瑞

1月 1日，银川阅海湖跨年冬捕开网，现场一条重达 45.8斤的花鲢“头鱼”以 22888元成交。近年来，依托阅海湖独特优势，宁夏阅海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推出“旅游+绿色湖泊”项目，夏季开通“旭日航班·星辰之旅”航线，将阅海湖各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一站式畅玩；冬季推出“冰雪+”

“旅游+”项目模式，让冰雪“冷资源”赋能旅游“热经济”。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焦小飞 摄

近日，游客在银川市鸣翠湖滑雪场玩雪圈。进入冰雪旅
游季，银川市各滑雪场、景区纷纷开展冬季冰雪文旅项目，吸
引人们前来体验冰雪乐趣。 本报记者 李宏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立）
2024年 12月 27日，记者从固原
市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2024年，原州区稳内拓
外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原州
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29万
人，工资性收入达19.08亿元。

原州区彭堡镇石碑村村民
周小强在原州区人社局举办的
西安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专场
招聘暨输送会上成功应聘。“现
在的工作不仅待遇优厚，而且生
活环境也非常舒适，让我感到非
常满意。”周小强说。

原州区挖掘拓展区内外就
业岗位和务工渠道，深挖细掘重
点建设项目、规上企业和批发零
售、餐饮住宿、新业态等重点行
业领域，围绕肉牛生产加工、冷
凉蔬菜生产等设施农业基地，新
增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我们
聚力拓宽区外就业渠道，加强与
甘、青、内蒙古等毗邻地区劳务
协作，拓展用工岗位 2000个。”原
州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4年，原州区组织相关人
员访企拓岗，为强化驻外劳务工
作力量，成立原州区驻福建、新疆
劳务工作站，把技能培训作为定
向化、技术型转移就业的重要手
段，做强特色劳务+技能培训，打

造“一乡一品”特色劳务品牌，带动群众就业。
据了解，2024年原州区农村劳动力稳

定就业 6个月以上达到 58747人，收入 16.19
亿元，同比分别增加4136人和1.8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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