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今日推
出《实施“五大工
程”增进民生福
祉》特别报道，聚
焦银川市大力实
施交通疏堵、清
洁取暖、美丽河
湖、海绵城市、功
能完善“五大工
程”，加快建设品
质之城、和美之
城、温馨之城，让
发展实绩更有温
度、惠民答卷更
有厚度。

详见T1~T6版

■聚焦“五大工程”系列报道

实施“五大工程” 增进民生福祉

距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

还有3天

Y INCHUANY INCHUAN R IBAOR IBAO

中共银川市委主管 银川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4-0012 邮发代号：73-20

2023年9月 日 星期一1818 癸卯年八月初四 第3412期 今日8版

新闻热线：4012020 新闻投诉：6015303 征订电话：6010188 全年定价496元 本报地址：银川市解放东路143号 邮编：750004 本报邮箱：ycrb1118@163.com 印刷：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地址：银川市宝湖中路450号）

总编辑／李建宁 总值班／陈宝全 值班编委／叶乐凯 责任编辑／张佳怡 编辑／刘惠 版式／杜辉 校对／蒋 马 银川新闻网：http://www.ycen.com.cn 广告许可证号：64010040002405 广告热线：6031733 6036433

大学习大学习 大讨论大讨论 大宣传大宣传 大实践大实践
聚力聚力““三新三新””产业产业 打造打造““两都五基地两都五基地””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成立

本报讯（记者 闫茜）9月17日，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消费节
在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物馆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宁夏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挂牌成立。

2023年“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20.22亿元。今年来，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服务银川市经济社会发展，银川市公安局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侦查支队联合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投资发展集团建
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进一步强化对酒庄相关驰名商标、著作权、商
标专用权、专利权的保护。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站的建立将对保护企业的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各类知识产
权作进一步升级保护，建立起警企内外互联合作共享的工作体系，以加
强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本土制造的驰名商标的保护，进一步提高企业对
知识产权的重视，推动葡萄酒产业创新发展，赋能企业创新创造。

“我们将依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为企业开辟绿色受理案件通
道，做到快速受理、快速立案、快速查处，最大限度保障企业合法权
益，除此之外，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驰名商
标、企业著作权、商标专用权等权益的保护力度，赋能品牌建设，为
打造中国葡萄酒知名品牌保驾护航。”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探秘“银川文化城提升改造”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随着银川文化
城一期提升改造工程竣工日期日益临
近，凤凰幻城的特色景点将揭开神秘面
纱逐一呈现到市民面前。据了解，打造
过程中，凤凰幻城通过打造氛围点营造
打卡景观，“二十四节气转转”以与农耕
文化息息相关的知识为创意，打造趣味
互动装置。游客通过翻转节气灯笼，可
以在灯笼各面看到相关节气知识和运动
养生漫画。

在业态打造方面，凤凰幻城在葡萄
酒文化广场一侧打造葡萄酒主题西餐
区，采用半开放形式打造，利用折叠天幕
为消费者提供适应多种天气条件的服
务，提高户外空间和时间的利用率。身
处户外，不仅能让人感受到与大自然亲
近的和谐之美，还能欣赏凤凰幻城精彩
的表演，让户外就餐成为一种享受。

葡萄酒文化广场另一侧，通过创意
性常态化外摆摊亭，打造集装箱新式饮
品店，以葡萄创意饮品和葡萄主题文创
为核心，搭配其他组合业态，让葡萄酒
文化广场充满活力。结合“赐紫樱桃小
站”打造集装箱休闲娱乐区，形成集装箱
轻饮、集装箱文创、集装箱舞台、微型
KTV等系列化的多元业态聚集区。还会
通过定期开展葡萄酒品鉴游览会，葡萄

主题美食节、创意市集等，吸引全年龄段
客群，实现街区持续引流。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葡萄酒文化广场地下酒窖还设

有葡萄酒博物馆，博物馆以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为主题，主要内容包括对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文化的系统介绍，以创意方

法深度展示当地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程
和成果成就，配以葡萄酒品鉴旅游和商
贸交流。

凤凰幻城：突显特色丰富业态 打造城市潮流新聚点

凤凰幻城“二十四节气转转”效果图。 凤凰幻城改造项目部供图

我市全力提升服务企业质效
本报讯（记者 闫茜）9月17日，记者从银川市财政局了解到，近

期，银川市财政积极筹措为企服务专项工作经费260万元，全面提
升服务企业质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进一
步营造尊商重企的浓厚氛围，助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银川市以交心日、宣讲日、伙伴日、惠企日为契机，针对堵点
难点痛点瘀点和企业所需所盼推出实招硬招，搭建起政企沟通的桥
梁，实打实地给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把服务企业的工作做在最关键、
最急迫、最紧要的地方。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难
题、提升发展活力，以活动促发展、以活动促提高、以活动促活力。

同时，我市率先在全区组建营商环境观察员队伍，队伍由“两代表
一委员”、民营企业家、媒体记者、律师、专家学者等组成。营商环境
观察员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多领域、多角度发现问
题，推动形成“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

“银川市还通过支持全面提级重组我市企业服务中心，推进专职、
专厅、专线、专员、专责‘五专’企业服务，为企业提供更有温度、更有精
度、更有厚度、更有力度的服务。保障企业家优厚礼遇，发放‘企业家
服务保障卡’，为优秀企业家及其企业提供绿色通道和机场贵宾、医
疗保健等个性化服务200余次。”银川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数字展示中心落地宁夏
本报讯（记者 肖梦琪）9月17日举办的第六届中阿博览会水资

源论坛上，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授予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数字展示中心”牌匾。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治水历史悠久，始建于秦汉时期至今仍
在运行的引黄古灌区，以完善的灌溉制度和独特的工程技术，见证
了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对中原及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2017年10月10日，在墨西
哥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执行大会上，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列
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并授牌，成为黄河干流上第一个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为充分挖掘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价值，
2021年宁夏开工建设了规模近万平方米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
中心，2023年建成并试运行了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网站。

宁夏引黄古灌区作为黄河干流第一处灌溉工程遗产，肩负着治
水遗产保护传承的使命担当。“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数字展示中心”将
为灌溉遗产研学、科普、教育、交流提供数字平台，探索遗产的数字
化保护之路，寻求古老文明和现代生态理念的交汇点，让遗产承载
的文化价值插上数字科技的翅膀，走进千家万户。

中阿博览会水资源论坛在银召开
本报讯（记者 肖梦琪）9月17日，第六届中阿博览会水资源论

坛在银川召开。国际水资源学会（IWRA）、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IClD）、澳大利亚工程院、南京水科院等国内外专家、负责人参加论
坛并作报告，大会还发布了16项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推广
并取得成效的水利合作成果。

水资源论坛是第六届中阿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宁夏回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中心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水利厅联合承办。通过举办本次论坛，旨在推动国际涉水
领域学术交流，打造“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水事交流平台。

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主题，以水为脉搭
建通道，针对促进贸易、增加投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需求，创新对外
合作服务渠道，加强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水资源方面的信息交
流，鼓励先进技术转移，推动政府和企业间的对话协作，提供中国治水
思路和相关标准、产品、服务，促成贸易订单和项目落地，争取将中阿博
览会水资源论坛建成水事合作、水科技交流、水经济合作的新通道。

加快构建大循环 增强内生动力 提升可靠性 畅通双循环

中国经济大循环观察

扫码可看全文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时近秋分，2023年第三季度
中国经济即将收官。

承上启下，第三季度是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的关键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主要经济
指标延续恢复向好态势，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4.5%，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消费稳步扩大，服务
业较快恢复，新动能继续成长……推动经济回升的宏观
政策持续显效，中国经济大循环动力不断释放。

在经济彰显积极信号的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风险
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复杂严峻，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国内经济

仍面临不少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怎样持续牢牢
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国内大
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明确了
中国经济循环的战略方向，引领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大国经济，需要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
畅通经济大循环，立足国内大市

场，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塑造新
竞争优势，在经济血脉的循环畅通中，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坚定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关爱残疾人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残疾人事业是“春

天的事业”。
一句句深情话语、一次次亲切鼓励，传

递着春风拂面般的温暖；一个个暖心举动、

一项项帮扶举措，恰似绵绵春雨，让广大残

疾人心田滋润、满怀希望。

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2019年5月16日，人民大会堂，第六

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

队伍前排，一位身着军装、眼睛上蒙着

厚厚纱布的年轻人站得笔直。他叫杜富

国，在2018年10月一次排雷任务中，不幸

失去双手双眼。

尽管眼前漆黑，杜富国仍能清晰感觉

到总书记走到了他的身边。

“主席好！”杜富国声音洪亮，伸出残缺

的右臂敬了一个特殊的军礼。总书记左手

握住杜富国的手肘，右手轻拍他的肩膀。
暖意融融，大爱无言。
两个多月后，杜富国获颁“排雷英雄战

士”荣誉称号。在中央军委举行的授予荣
誉称号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将英
模奖章挂在杜富国胸前，还仔细整理了绶
带。“把身体养好。”总书记叮咛。

这两次会面，距离杜富国身体残疾不
过半年多。总书记给予的温暖支撑着他走
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细微之处见真情。这种真情，始终
如一。

当年，梁家河有个孩子叫灵娃，智力上稍
有缺陷，有时会与村民发生冲突，被人欺负。

灵娃妈总担心孩子惹事。没想到，北
京来的知青习近平一直对灵娃很和气，始
终笑眯眯对待这个孩子。有时，灵娃抢了
他的东西，他也从不生气。

“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愉
快自如多了。”一同下乡的知青回忆道，习近
平同志回北京上大学，灵娃爸妈“哭得最伤

心”“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
1993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从福建回

梁家河看望乡亲们，得知灵娃生活困难，还
专门留了钱。

真心换真情。
1975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梁家河

那天，行动不便的残疾村民石玉兵拄着双
拐，一步一步挪过来话别。习近平同志一
眼就在人群里看见了石玉兵，马上抢上前
去，拉住他的手，眼里蓄满泪水。

从黄土地一路走来，对残疾人群众的
关爱历久弥深。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时，得知仓山区
上渡街道有一位病退的残疾职工林孔香，妻
子患病致残，18岁的女儿有智力障碍，一家
人生活很艰难，便与区里有关负责人商量，由
民政部门调剂了一间商业店面租给林孔香，
让他经营食杂店，并为他办理了相关补助。

“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政府要特别关
心，多为这些人‘雪中送炭’。”习近平同志说。

这样的“特别关心”和“雪中送炭”，在

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经历中屡见不鲜。
主政福州，习近平同志以“马上就办”的

工作作风，现场办公做接访工作，为前来求
助的一位七旬老人协调了生活补贴，并请福
利院妥善安置她两个视力残疾的孩子；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一年春节前，
习近平同志到衢州看望困难群众，尽管日
程安排很紧，行程需要精简，仍特别提出

“残疾人家庭不要落下”；
在上海工作，习近平同志到市儿童福

利院看望孤残儿童，知道孩子们行动不便，
多次蹲下来同孩子们说话，耐心地看孩子
们画画、表演唱歌跳舞、打乒乓球；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中沿着崎岖山路，走进山西吕梁山深处的
赵家洼村，为独自养活残疾孙子孙女的王

三女送去米、面、油，并叮嘱当地干部安排

好孩子的特殊教育……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
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这份“格外”的爱，在习
近平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下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