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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锦）2025年至 2027年，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联合
在全面完成全区流域“一河一策一图”的基础
上，坚持环境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启动实施全
区化工园区（集中区）突发水污染事件三级防
控体系建设和“一园一策一图”工作，紧紧围
绕“防、处、备、练、建”各环节，织密化工园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网，筑牢化工园区生
态环境安全屏障。

依照目标，到 2027年底，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吴忠太阳山开发区、青铜峡工业园区新

材料园、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淄山—河滨
化工区、盐池工业园区花马池区块、盐池工业
园区高沙窝区块等 10个化工园区建成较为
完备的突发水污染事件三级防控体系，“一园
一策一图”应急响应方案实现全覆盖。今年，
我区将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
园区风险现状、区位特点，以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淄山—河滨化工
区为试点，率先开展三级防控体系建设和“一
园一策一图”工作。

“我区鼓励企业、园区以对现有设施进

行低成本适当改造为出发点，同时考虑极
端条件下的应急空间设施兜底能力，充分
利用园区内各类荒地、坑塘、洼地、沟渠等
设施‘锁’住事故污水，切断外泄通道。”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人介绍，建立一
级防控体系，是确保企业厂区事故污水
应能自流进入企业事故应急池，事故状
态下企业雨、污管网可用于事故污水暂
存设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手动或
自动闸（阀）门，实现远程控制厂区外排
口；当第一级防控能力不足时，二级防控

体系要确保事故污水不流出公共应急设
施进入园区内河湖水体。三级防控体系
则是依托园区内河湖、沟渠、闸坝、坑塘、
临时筑坝点等环境应急空间设施，确保在
第一级、二级防控能力不足时，通过拦截、
转输、储存等方式，确保事故污水不出园区
或进入园区外环境。

宁夏启动化工园区突发水污染事件防控体系建设
围绕“防、处、备、练、建”各环节，织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网

本报讯（记者 杨志挺）1月 1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举行大型融媒体阅读直播活动《阅读越美——总台新年读书
夜》，直播汇聚近 30位各界名家大咖、45家国内重磅出版机
构。央视《读书》栏目从 2024年出版的海量图书中精心挑选
53本适合大众阅读的好书，作为送给读者的新年礼物。其
中，精选年度好书 33本，这些图书涵盖面广，有文学艺术、科
普生活、人文社科等。精选年度童书 20本，吴忠市红寺堡区

“拇指作家”马慧娟的作品《飞起来的村庄》入选。
《飞起来的村庄》是马慧娟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也是她出版的第七部作品。作者以个人成长经历为创作背
景，以儿童视角书写，用接地气、有温度的笔触，塑造了宁夏
西海固地区儿童群像，以小切口展现出西部乡村自改革开放
以来，在乡村振兴劲风中焕发的人性之美和时代力量，可读
性很强。

2000年，马慧娟一家从泾源县搬迁到吴忠市红寺堡区红
寺堡镇玉池村，她一边务农、打工、读书，一边在手机上打字
写作，10年间摁坏 13部手机，摁出百万字作品，记录农村女
性的酸甜苦辣和农民在黄土地上的奋斗故事，马慧娟因此被
人们称为“拇指作家”。她的报告文学《走出黑眼湾》被新华
社拍摄成同名纪录片在全网推送，小说《出路》获评 2021年

“农民最喜爱的百种图书”、入选 2021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
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及2022年度“中国好书”榜。

马慧娟《飞起来的村庄》入选
央视《读书》精选年度童书

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新年伊始，平罗县居民王某仍对
追偿工资经历念念不忘：“要是没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撑腰，
我被拖欠的工资就打了水漂。”

2024年 11月 26日，王某通过 12345平台反映其在某建
筑公司从事彩钢瓦维修维护工作，该公司拖欠本人及其工友
1万余元工资。平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工作人员接到投诉
举报后，第一时间联系该项目负责人了解情况。经过沟通协
调，该公司当天现场支付王某及其工友被拖欠工资15500元。

2024年以来，平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通过和谐劳动
关系联动中心工作服务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政策咨询、案件
受理、纠纷化解的“一站式”服务，避免劳动者多头跑路追偿
工资。同时，充分发挥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作用，开展“快
立、快审、快结”，及时解决农民工的烦“薪”事。

“2024年，共接收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议政网、国务院
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地方留言板等各类线上线下投诉案
件 1969件，办结率达 98.4%。通过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化
解劳动纠纷 90 余起，共办结仲裁案件 758 件，调解率达
76.2%，共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 6000余万元。”平罗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欠薪治理力
度，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升仲裁效率，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
配合，以更有力的举措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确保每一位劳
动者都能及时足额拿到应得报酬。

平罗县为劳动者挽损60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蒲利宏）“为减轻长期痛苦，做这个颈椎
间盘微创手术，一是创伤小，技术比较成熟；再一个我们中医
院新进的这个机器比较先进，清晰度也比较高，我对手术效果非
常满意。”1月5日，处于术后恢复期的王姓患者说。近日，中宁
县中医医院成功完成该县首例颈椎间盘微创射频消融手术。

该病患者为中年男性，颈肩部疼痛伴右上肢放射痛、麻
木不适，发作时疼痛加重。经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症，由于
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保守治疗效果欠佳。为尽快减轻患者
病痛，中宁县中医医院针推科通过与自治区引进专家团队讨
论后，决定为患者进行颈椎间盘射频消融术。经过医生一个多
小时的精心操作，顺利完成手术，该患者住院3天后痊愈出院。

椎间盘微创射频消融术是应用高精度射频治疗仪对突
出椎间盘组织进行靶点消融治疗，使突出的椎间盘萎缩变
小，消除周围组织的炎症，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和刺激，从而
达到消除疼痛、治愈椎间盘突出症的目的。

中宁县成功实施全县首例
颈椎间盘射频消融手术

本报讯（记者 张璞）1月 3日，由中卫市委宣传部、市旅
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卫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黄河手造”——民间工艺作品
展在中卫市文化馆开幕。

活动现场，共展出 645件民间文艺精品，汇集古建彩绘、
地毯制作、剪纸、刺绣、雕塑、烫画、农民画等众多艺术门类。
作品技艺精湛、制作精良，糅合传统艺术与创意设计，充分展
示了中卫市民间工艺美术工作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艺术视角和深藏其中的匠心精神。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持，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新时代的审美相结合，需要激活民间文艺事业的‘一池春
水’，第三届中卫市‘黄河手造’——民间工艺作品展，正是对
传统审美全新表达形式的一种探索与中卫市民间工艺项目
优秀创作成果的持续展示。”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石建武表示。

此次展览，是中卫市“美丽新中卫 吉祥过大年”系列活
动之一，展览将向市民开放并持续至春节。其间，中卫市文
联还将组织广大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强基工程——艺
惠万家”文艺志愿服务，并将赴村、社区举办“千名文艺志愿
者进基层”主题实践暨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创作展演活动。

第三届中卫市“黄河手造”
民间工艺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杨志挺）马进贵是吴忠市
红寺堡区柳泉乡柳泉村村民，他养了 60多只
羊，2024年，政府发放产业补贴 1万元，饲草
料补贴 2550元。“政府的补贴特别及时，弥
补了我们养殖户的部分的亏损，帮我们渡
难关，给了我们养殖户极大的信心，今年，
我打算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养殖 50只左右的
优质滩羊，扩大规模再增收。”1月 4日，马
进贵表示。

“2023年 5月份以来，肉牛和滩羊价格一
路下降，养殖场户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生
产经营压力增大。”红寺堡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面对牛羊肉价格持续下跌的困局，红寺堡
区统筹制定 11项政策措施，主动应对严峻风
险挑战，稳信心、保产业，确保养殖产业不萎

缩、农民收入不降低。
红寺堡区提高基础母畜补贴标准，保持

产能不减。“见犊补母”补贴标准由每头补
贴 500 元提高到 1000 元，目前补贴基础母
牛 2.7万头，补贴资金 2700万元。对养殖主
体引进调购优质后备母牛每头补贴 500元，
补栏优质滩羊基础母羊每只补贴 100 元。
培育优良肉牛核心群，推进标准化生产和
规模化经营，新培育肉牛“50”家庭牧场 15
个、滩羊“300”家庭牧场 15 个。分割加工
中心每分割加工一头肉牛，给予养殖户 500
元补助。

与此同时，红寺堡区保障饲草料供给，降
低养殖成本。全面推广全株青贮玉米“种、
收、贮、用”全程机械化加工利用，提高饲草料

补贴标准，降低养殖成本，肉牛由每头 100元
提高到每头 500元，肉羊由每只 30元提高到
每只 50元，共补助资金 7625.3万元，惠及养
殖户 1.96万户。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提高饲草自给能力。提升精深加工能力，
延伸产业链条，累计建设牛羊肉加工营销中
心 9家、区外品牌营销店 8家，牛羊肉累计销
售达 1.5亿元；注册“三又佳”“宁牛鲜生”等牛
羊肉品牌13个。

此外，金融机构开发富民贷、小额信贷和
农业保险等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解决养殖
户融资难题。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减轻养殖
户的偿债压力。灵活采取延后还款时间、延
长贷款期限、延期还本等方式，减轻养殖户还
贷压力，帮助养殖户渡过难关。

红寺堡区11项政策帮助养殖户渡难关

同心县下马关镇，有一家安顺达联合养
殖公司，占地 1213亩，饲养了 4230头牛，是当
地有名的规模养殖场。

安顺达董事长周长安，是下马关镇三山
井村党总支书记。17岁时，他开始做生意，在
外打拼几十年。返乡后，被吸纳进村“两委”
班子，他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他告诉记者，
养殖场是下马关镇 7个村集资 3480万元建成
的，动用的是各村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探索创收新路径。

在安顺达，还有 48户脱贫户入股，利用
贷款资金，户均 10万元，每年每户稳定获利
5000元。养殖场现有 19名工人，都是当地群
众，从事喂料、维修、门卫等工作。刘向军从

事维修工作，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月工资
6500元。

一个月前，安顺达派出多名“牛把式”，远
赴内蒙古通辽，购得优质品种牛 926头。在
圈舍中，记者看到这批新牛打着蓝色耳标，在
埋头进食。采访得知，安顺达购买肉牛、冻
精、饲草有政府补贴，仅补栏一项就获得850万
元补助，有效助力养殖者发展产业。

安顺达还活跃着一支科技特派团，由一

名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领衔，他引进 100头“华
西牛”，其中 60头已经受孕 3个月，以此进一
步强化种群。“品种好了，1头牛能多长 100多
公斤肉。”周长安说。

“这两年，肉牛存栏量逐步下降，产业不
再那么内卷。另外，饲草价格也在下跌，养殖
成本得到控制。”周长安说，整个养牛大环境
正在向好，年后安顺达集中售牛，就能实现
盈利。

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养
牛，下马关镇还积极发展多种特色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以三山井村为例，种有红葱、谷
子、荞麦、青贮玉米等作物，并大力发展电商
产业，促进销售；就地取材芨芨草，以此为原
料建起了扫帚厂。

“电商盈利 20多万元，青贮玉米盈利 30
多万元……”周长安一笔笔算起村集体收
入账。

牵住产业兴旺“牛鼻子”
本报记者 杜晓星

脱贫攻坚战胜利后，老百姓腰包鼓了。
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部分，如何提升？

“人居环境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基础设施
建设，更在于把文化内涵深植于村民心
中。”1月 2日，隆德县沙塘镇张树村驻村第一
书记戴立欣说。

2022年，戴立欣从福建来到张树村任驻
村第一书记，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套茶具。

“我要和村民们谈心。一杯茶，就能拉近
心与心的距离。”戴立欣说，村民打开话匣子
后，还要问问他们想要什么。

“村里的小公园能不能修缮一下？”“犄角
旮旯的垃圾，能不能清理掉？”……乡亲们你
一言，我一语，让戴立欣提起了精神，他和村

党支部书记张建龙清理垃圾角、翻修了凉亭
栈道。

“受法国玫瑰小镇的启发，发现玫瑰不仅
能美化环境，更能用于制茶、美容，催生‘美丽
经济’。”张建龙说，自己的想法和戴立欣一拍
即合，决定在村里的微景观公园基础上，用玫
瑰点缀，提升村庄的美丽度和宜居性。

2023年，戴立欣成功争取到厦门大学的
专项资金，用于美化乡村环境。但考虑到成
本和实际效果，他们找到周边砖厂，买了一批

砖做路牙石，自己动手栽起玫瑰。
栽种的玫瑰花会不会被村民移植到自家

院子里？种植之前，张树村村干部很是担
忧。令人欣喜的是，村民们不仅没有挪走路
边新种下的玫瑰，反而主动参与到花木的养
护中。退休教师张金霖就是自发养护玫瑰花
的一位积极分子，他经常与老伴一起帮忙给
玫瑰除草，维护公共区域的整洁美观。

在张树村，美丽乡村不仅有玫瑰与微景
观公园，还有闽宁两地的文化墙画。

美丽乡村建设，追求的不仅是单个家庭
院落的美丽，而是整个村落环境的全面提
升。戴立欣邀请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师生团
队，用他们手中的画笔在村墙上绘制出一幅
幅闽宁协作成就的艺术作品。张金霖说，村
民们看到这些画都特别高兴，有热情的村民
直接邀请画家们在自家墙上也画上一幅。

张树村还设立奖助学金，在过去两年里，
村里投入近 10万元资助品学兼优及家庭困
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打造乡村振兴“绿富美”
本报记者 师 越

本报讯（记者 蔡莞郁）
1月 3日，青铜峡市召开春
节慰问边海防官兵家属
暨表彰立功受奖现役军
人会议，向边海防官兵家
属和荣立三等功、荣获

“四有”优秀士兵称号及
服役满 8年以上的官兵及
家属表达敬意与关怀，向
远在他乡执行任务的现
役军人送上真诚的祝福，
对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卫
国戍边官兵的军人家属
表示衷心感谢。

过去一年，在军人
家属的坚定支持和默默
付 出 下 ，136 名 青 铜 峡
籍优秀青年扎根军营，
轻装上阵，全心全意为
国尽责，忠于职守，圆
满完成戍边卫国的艰巨
任务。他们牢牢守护着
祖国的海疆边陲、大好
山河，赢得社会各界的
高度赞誉，为青铜峡增
光添彩。

退役军人孟凡森感
慨地说：“我是去年 9 月
份退伍回来的，非常感
谢部队对我的培养，也
感谢政府对我们军人的
关怀。在接下来的日常
生活中，我会继续发扬
军人本色，‘退役不褪
志，退伍不褪色’，积极
融入群众中，为社会贡
献力量。”

慰问组一行深入走
访慰问了受奖官兵家属，
与他们亲切交谈，拉家
常、问冷暖，详细了解他
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以及
军人在部队服役情况等，
为他们送去鲜花和慰问
金，勉励他们继续支持军
人安心服役，为国防事业
作出新的贡献。

“我女儿 2015 年参军，今年她荣立
三等功，我们一家子感到非常惊喜和高
兴。我们老两口一直全力支持着她的工
作，希望她能够继续为国家多作贡献，为
国防事业添砖加瓦，我们也会为她感到
骄傲和自豪。”三等功荣誉军人家属李学
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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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张艳丽）“本以为安装空气源热泵只是干
净清洁取暖，没想到还有生态交易收益。”
2024年 12月 31日，永宁县首笔碳普惠交易受
益对象胜利乡村民常永宁高兴地说。当天，
永宁县首笔碳普惠交易资金发放仪式在胜利
乡举办，宁夏水之语布草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和宁夏大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每吨 75元
的价格，向胜利乡五渠、先锋、园林、胜利 4个
行政村村民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量 399吨，交

易金额29925元，受益村民360户。
2023年，胜利乡实施农村居民清洁取暖

改造，982户村民统一安装了太阳能空气源热
泵。2024年，该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实施清
洁取暖改造后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进行核算，
确定第一批 449户村民符合补贴政策。2024
年，永宁县推动碳排放权改革，在全县 5个乡

镇整建制推进碳普惠开发，通过签约、核算、
入户、审核、登记、挂网、公示等各项程序，累
计开发空气源热泵清洁取暖碳普惠项目总户
数 4754户，确权二氧化碳排放量 3647.17吨，
其中望远镇 2778.17吨、胜利乡 597吨、望洪
镇272吨。

“本次交易让环境资源有限、有偿、有价

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村民都能享受生态环
境治理带来的收益。”银川市生态环境局永宁
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永宁县将加
快推进杨和镇、李俊镇二氧化碳减排核算等
前期工作，同时，依托“六权”改革一体化服务
平台，对接更多的需求客户，力争完成所有碳
排放量交易，让更多村民受益。

永宁发放首笔碳普惠交易资金29925元

1月 4日，小朋友展示自己心仪的版画作品。当天，由宁夏美术家协会、宁夏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灵蛇舞动·版画新春”2025蛇
年生肖版画艺术展在贺兰县天青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邀请区内版画艺术家围绕蛇年生肖主题进行创作，展出作品60余件。本报记者 马赛尔 摄

1月 5日，排球运动员在比赛。1月 4日至 5日，西北五省
（区）气排球邀请赛暨石嘴山市气排球联赛在石嘴山市体育馆
举行，来自西北多地的 43支代表队近 400 名运动员参赛。

本报记者 龚依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