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市属国企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5%，带息负债总额同比
下降1.6%，偿债能力不断增强，为国企良性发展注入动力。

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同时，市国资委注重盘活闲置资产，
向存量要效益。如银川创投集团将所属子公司位于上海市的土地
资产、厂房、配电站及机器设备等资产以评估价值公开挂牌交易，
资产溢价405万元。2024年，市属国有企业累计盘活有利用价值
资产17.5亿元，交易资金1.3亿余元，年租金收入增加5800万元，
预计每年新增税费1亿余元，进一步提升了资产利用效率。

“通过综合运用吸收合并、清算注销、股权转让等手段，累计
压减企业64家。2024年，市属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1.34亿
元，同比增长17.5%，应交税费、研发投入、总资产报酬率均实现
正增长，展现了国企改革的积极成果。”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下一步，市国资委将以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为总抓手，
按照“五攻坚五突破”工作思路，深化企业改革和创新发展，不断
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以更加稳健的步伐为全市
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银川精准施策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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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下枸杞红

上接01版

政府之手，既是指挥棒，更是护航者。
通过政策与市场的双轮驱动，银川枸杞产业
的根基愈发坚实。

多面赋能，助推产业发展
科技是枸杞产业的动力源泉。
银川市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构建了

“科研机构+企业+高校”的协同创新体系。
通过组织沃福百瑞、凤仪堂等企业申报枸杞
产业创新项目，银川市投入财政科技研发资
金380万元，带动企业研发投入520万元。
2024年，全市科技研发投入超900万元，带
动企业增收逾2亿元。

同时，银川市引进宁夏大学、宁夏枸杞
产业发展中心的专家担任枸杞企业科技副
总，全年吸纳人才103人，推动枸杞黄酮护
肤、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258项专利落
地，用科技创新为枸杞产业提档升级。

质量是枸杞产业的命脉。
针对“硫磺熏蒸”等行业乱象，银川市启

动全产业链排查，严打“问题枸杞”。市林草
园林、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从种植到销售
全程监控，检查枸杞经营主体75家，开展枸
杞产品食品安全抽检33批次。通过严格的
质量监管，银川市让“宁夏枸杞”地理标志更

加闪亮，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品牌是枸杞产业的灵魂。
银川市深挖“宁夏枸杞”金字招牌，通过

多元营销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组织企业
参展林博会、糖酒会，在上海、广东等客源城
市开展地推活动；在西安北站、银川火车站、
阅彩城电子屏轮播广告；成功举办“丝路杞
遇・红动全球-2024亚马逊宁夏‘枸杞出
海’”主题活动。仅2024年1~10月，银川市
枸杞实现出口额 8180.6 万元，同比增长
3.89%，品牌效应显著提升。

文旅融合是枸杞产业的增长极。
通过打造生态森氧度假游、酒庄科普研

学游、枸杞康养度假游、枸杞工业研学游、杞
乡生态庄园游等5条枸杞精品旅游线路，银
川市全年共接待游客74.25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5120万元。

此外，一座座枸杞博物馆、历史馆与体
验馆在银川建成，将“枸杞+”的融合笔触从
田间车间延展至文化与美景的领域。“小红
果”在多元业态的土壤中破土生花，成为银
川文旅产业的新亮点。

未来可期，产业蓝图正着墨
全市现有枸杞种植面积8873亩，鲜果

产量 3838 吨/年，枸杞芽菜产量 736 吨/
年，形成了以经开区集群、贺兰工业园集
群、西夏区集群为核心的产业布局。547
家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及个体经营户
中，年加工产值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5
家，包括百瑞源、沃福百瑞、杞里香等龙
头企业。目前已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自治区创新型
示范企业11家。

精深加工产品种类繁多，产品种类多
达十大类110余种，涵盖枸杞饮料（如枸杞
原浆、枸杞酸奶）、枸杞芽茶、枸杞糕点（如
枸杞果酥、枸杞月饼）、枸杞护肤品（如枸杞

精粹冻干粉精华）、枸杞保健品（如枸杞茯

苓胶囊）等。

枸杞产品已完成国内市场多渠道布

局，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成特色购物店、
专卖店、销售专柜一千余个，覆盖天猫、京
东、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同时，产品出口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26个国家和地区，
形成了实体营销、电商、微商多元化的现代
营销体系，实现了“宁夏枸杞”从本土走向
全球的跨越。

2025年，银川市锚定170亿元产值目
标，谋划“六大工程”再升级。

推动宝丰牧场新增1000亩农光一体化

枸杞种植项目建设。

全力争取元气森林枸杞水工厂、“元气

庄园”枸杞文旅融合项目在银川落地。

深挖枸杞“药食两用”价值，加快枸杞药

用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百瑞源殷红子熟枸杞庄园二期项

目建设，培育沃福百瑞枸杞博物馆创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殷红子枸杞庄园创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完成厚生记观光工厂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挂牌。

……

银川枸杞产业已不再是简单的经济作

物，而是串联起科技、生态、文化与民生的金

色纽带。政府以政策为舟，企业以创新为

桨，在这条奔涌的产业长河中破浪向前。一

粒枸杞的旅程，恰似一部浓缩的史诗——从

医书古籍的墨香中走来，在塞上江南的沃土

里扎根，又于科技的淬炼下重生，在现代化

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而今，银川枸杞产业已不再囿于“红果

干果”的单一叙事，而是以“精深加工”为笔，

以“绿色创新”为墨，勾勒出产业、科技、生态

蓬勃发展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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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解决物业服务难题

我市计划创建43个“凤城物业红”示范品牌小区
本报记者李鲲鹏

促消费 稳增长

贺兰县多举措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本报讯（记者 梁小雨）3月24日，记者从贺兰县获悉，为充

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贺兰县近日出台了《贺兰县
提振消费十四条政策措施》，从购车、购房、旅游，以及首店首发
经济、会展经济、体育赛事经济、演唱会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
对个人消费者及商贸服务业企业进行奖励及扶持。

针对个人消费者，在购车方面，个人消费者购买乘用车新车
的，补贴2000元至6000元。在购房方面，购新房每平方米补贴
100元，并按照购房面积对购房者发放每套5000元或8000元
电子消费券。

针对商贸服务业企业，在二手车经销方面，年度单个企业奖
励累计不超过500万元；在批发业企业、零售业企业方面，按照销
售额不同增速进行分类奖励，单个企业奖励资金不超过10万元，
在住宿餐饮业企业，单个企业奖励资金不超过5万元。

与此同时，该县今年大力发展首店首发经济、会展经济、体
育赛事经济、演唱会经济，其中重点对引进的品牌首店按照西北
首店、宁夏首店、贺兰首店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10万元、7万
元、5万元的房屋装修和租赁补贴。同时，对引进品牌首店的商
业运营商及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的企业均给予奖励。此外，
对所有符合全民健身导向的体育赛事主办方分别奖励活动成本
补贴20%，最高不超过5万元。对在贺兰县域内年内举办演唱
会的活动主办方最高奖励20万元。对当年新评定的旅游景区，
单个企业最高给予20万元奖励。

电子商务产业是贺兰县重要经济增长点，因此该系列措施
对电子商务企业也有相应奖励，包括现金奖励、房屋租赁补贴、
物业费补贴等，对新增获评的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电子商务示范
基地、直播电商基地、示范企业也予以奖励。“通过各领域促消费
活动，打造消费集聚区，大力培育县域公共品牌，用一张张消费
券，一场场消费活动，激活大家‘买买买’的潜力。”贺兰县委宣传
部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我市以物业提升“123”专项行动为核心，全面推进物业服务水平的提升，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物业服务难题，为基层治理
和品质强市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责任体系 推动精准管理
我市计划构建多方联动明责体系，通过服

务清单、负面清单精准构建责任体系。明确23
个市直部门及四级管理职责，规范物业企业12
类服务标准，界定21项负面违规行为，形成“照
单履职、按单考核”的闭环管理模式。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创新“红
绿黄”榜评管机制和“动态评分+分级奖惩”
监管模式，推行差别化精准管理，将服务质
量、整改成效与企业信用、项目招投标直接挂
钩，推动物业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完善社区建设 推进城市更新
我市通过慢行绿道将兴仁巷唐徕老街

坊、唐徕小区、红色展馆、乐享银龄康养长廊
连接起来，形成“一街一区一馆一长廊”四位

“忆”体，为居民休闲活动提供便捷，推动老街

区焕发新活力。“住在老旧小区也能享受到便

捷的生活服务，感受到老城区焕发出新的活

力。”唐徕小区居民张自峰说。

在打造完整社区方面，我市结合城市更

新工作，推进小区设施更新、管线更新、整治

设施损坏、加快供水、供电管理移交。完善

企业服务质量综合评价，改善居住环境，构

建“闭环管理+三方共治”体系。通过开展

电梯、消防等专项整治，实施安全隐患“发

现—整改—验收”闭环管理，加大不规范行
为曝光惩戒力度，推动形成安全管理共建共
治共享格局。

社区改造成果
提升居民幸福感

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崇安社区、大新
镇永泰社区、银古路街道丽景社区等社区
完成改造，特色餐饮、新零售等商业配套
设施齐全，兴庆区把“完整社区”建设作为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举措，梯次开
展“完整社区”试点建设，为居民提供更加
完善的社区服务。

我市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和精细化
管理，正在全面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为居
民创造更加舒适、便捷的居住环境。未
来将继续以创新为驱动，以居民需求为
导向，推动物业管理和社区建设向更高
层次发展，为基层治理和品质强市建设
贡献更大力量。

打造完整社区
提升居住品质

今年，我市计划打造22个完整社区
和100个规范化小区，创建43个“凤城
物业红”示范品牌小区，培养一批物业服
务“37℃好管家”。通过细节管理，如加
装下水雨篦过滤网、增设儿童游乐场灭
蚊灯等，切实提升业主的生活体验。

西夏区吉泰曦阅小区通过创新服
务，如传统节日互动活动、乔迁暖房、共
享菜园等温情服务，以及设立“生活顾
问”制度，提供定制公交、洗衣洗车等增
值服务，赢得了居民的高度认可。“现在
感觉到物业越来越用心了，能够感受到
物业工作的人性化，一点一滴温暖着人
心。”居民刘女士说。

南梁社区：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本报讯（记者 李阳阳）“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为了

破除陋习，全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2020年，我们社区建
立了积分制，并以积分超市为纽带，充分激发居民参与移风易俗
的热情。近年来，我们社区‘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的
居民越来越多，文明新风逐渐深入人心。”3月24日，西夏区贺兰
山西路街道南梁社区居委会主任薛宗妮说道。

据了解，南梁社区将拒绝高价彩礼、喜事新办、文明治丧、勤
俭节约、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内容都列入了积分奖励的范畴。
居民可以根据积分到积分超市兑换物品，每个积分可以兑换价
值一块钱的物品。积分超市内商品丰富，既有洗衣粉、洗洁精、
卫生纸等生活日用品，又有米、面、油等生活物资。积分制的设
立促进了居民参与移风易俗活动的积极性，这些年来，前来兑换
积分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南梁社区还将“美丽庭院”创建纳入到积分
兑换的行列。南梁社区所辖21个平房区，居民环境卫生意识较
弱，时有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现象。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爱卫护
绿的意识，助力文明乡村建设，南梁社区通过“组建+推行+创
新+兑换+反馈”五步闭环形成长效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美丽
庭院创建评选活动。

“截至目前，我们社区共评选了17户美丽庭院示范户。我
们以点带面，用‘身边的榜样’带动更多的人，改善了环境，转变
了居民的行为。”薛宗妮说。

移风易俗

红白理事会“理”出好风气
本报记者肖梦琪

在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五村，村民老韩是移风易俗的
典范。他的故事成为村里办喜事时的佳话，激励着更多人摒弃
旧俗，拥抱文明新风。

事情要从去年说起，老韩一家以外出务工为生，家境并不富
裕，女儿与对象恋爱多年，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去年6月，双方父
母见面后对各方面都很满意，唯独彩礼问题成了阻碍，男方受传
统观念影响，表态要拿25万元彩礼，即便贷款也要办盛大婚礼。

老韩担心贷款会给小两口婚后生活带来压力，又怕不收丰厚
彩礼遭邻里非议，便找到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告知此事，工作人员从
家人的角度出发，告诉老韩低彩礼和婚事新办的好处，终于，老韩
和亲家决定举办简约温馨的婚礼，将彩礼降至5.8万元。

老韩家的事能顺利解决，关键在于有个能“理”事的红白理
事会，让风气向着更加文明、节俭的方向发展。村里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为平台，组织开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主题宣传活
动，红白理事会成员深入群众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流关于婚丧
习俗的看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讲解传统婚丧大操大办
导致的经济压力、资源浪费以及攀比之风等弊端，倡导村民转变
观念，接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理念。

通过立规矩、建组织、广宣传，滨河家园五村用好红白理事
会，破除攀比旧习，斩断人情包袱，全力培育乡风文明。村里的
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文明之花”在滨河家园五村落
地生根，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

单亲爸爸带娃送外卖：

谋生路上遇见大爱暖阳
本报记者陈玲

2月27日，春寒料峭，金凤区良田镇园

林村一位叫马目沙的单亲爸爸，带着2岁的

儿子川川进城送外卖。从园林村到送外卖

的工作片区要骑行20多公里。为了生活和

儿子，马目沙必须负重前行。

他的故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引来

无数网友爱心相助。迎接他的，是意想不到

的暖春人间和大爱银川。

谋生路上有了避风港

3月20日，记者与长城中路街道工会工

作人员一同探访了马目沙在保伏桥新村A

区租住的单间。为了不再让孩子跟着自己

受罪，他不久前从良田镇园林村搬到了这里。

街道工会将马目沙纳入工会会员，这

是他漂泊多年后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

暖。工会不仅为他提供了理发、洗衣等生

活服务，还每月免费发放三件生活用品。

马目沙感动地说：“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

我……”尽管他身患唇腭裂，但他努力表达

着自己的感激之情。

长城中路街道工会副主席陈文侠也

时常通过微信关心马目沙的生活，鼓励

他：“一定要照顾好川川，生活一定会好起

来的，加油！”这些温暖的言语让马目沙感

到无比慰藉。

作为街道工会的建会企业，宝湖晨曦幼

儿园在得知马目沙的困境后，主动提出免费

为川川提供一学期的照看服务。川川在幼

儿园里看到花花草草、小桥流水，兴奋得手

舞足蹈，很快就融入了快乐的集体生活。

马目沙激动地说：“孩子上幼儿园了，白

天我送外卖，晚上接孩子回来。特别感谢园

长……”说到动情处，他有些哽咽，但“感谢”

二字，他说得格外清晰。

抖音直播遇见大爱银川

生活总有不如意，但马目沙选择坦然面

对，毅然前行。作为一位单亲爸爸，他深知

自己肩负的责任——要为川川撑起一个家，

撑起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和川川妈分开的那段时间，我对生活

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没有家了。但看到浑

身脏兮兮的川川，我明白，有他的地方就是

家。我不能倒下！”带着这样的信念，马目沙

以“单亲爸爸带娃送外卖”为名开启了抖音

直播，并在签名栏写下了自己的人生格言：

做个打不死的小强。

直播初期，马目沙并没有获得太多收

入。“第一场没赚钱，第二场第三场有返点，

进账350元……”随着时间的推移，马目沙

带着川川送外卖的视频在抖音平台上迅速

传播，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许多见过他

带娃送外卖的市民为他加油打气，更有热心

网友为他送去了衣物、食品、玩具等生活用

品，甚至直接捐款支持。

网友彩绘师-露露也为他点赞：“加油，

孩子长大也会觉得我的爸爸单枪匹马把我

养大，是超棒的！”

……

在马目沙的出租屋里，堆满了爱心网友

送来的尿不湿、衣服、牛奶和玩具。川川开

心地抱着好心阿姨送来的小卡车，在屋子里

跑来跑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马目沙

则在直播间里一遍遍向关心他的网友道谢，

感激他们的支持与鼓励。

银川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

马目沙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带川川送外

卖的情景。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

寒风刺骨，吹得川川小脸通红。川川被包裹

得像个粽子，藏在爸爸的电动车脚踏板上。

马目沙一边骑车，一边安慰困倦的川川，心

中满是心疼与无奈。

同村好友安子（化名）帮马目沙拍了一

些带娃送外卖的视频传到网上。这些视频

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小餐馆老板看

到这位在网上广受关注的单亲爸爸，主动邀

请他和川川进店吃口热乎饭。还有小店老

板看到马目沙一手抱孩子一手提外卖，顺手

塞给川川两个棒棒糖，小小的举动让父子俩

感受到了温暖。

许多网友都在寻找马目沙，想要为他提

供帮助。有人要给川川送安全座椅、玩具和

衣服，有人想为马目沙换个新手机，还有人

主动提出帮他照看孩子。面对这些热心的

网友和市民，马目沙心中充满了感激，他有

一千一万个“谢谢”想说。

这场爱心接力，让这位在冷风中逆行

的单亲爸爸忘却了生活的风霜，勇敢地奔

跑在银川的大街小巷间。马目沙感慨道：

“银川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让我不再觉

得孤单。”

川川有了“爱心妈妈”

尽管生活艰辛，马目沙依然努力为川川

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将狭窄的出租屋收

拾得整整齐齐，尽力让川川穿戴干净。

3月21日，金凤区妇联副主席伍雪琴

走进了马目沙的家。她拉着川川的小手，

将川川纳入困境儿童台账，并为川川配备

了“爱心妈妈”。伍雪琴说：“我们想让孩子

感受到妈妈的爱，有很多志愿者都愿意当

川川的‘爱心妈妈’！我们会定期安排‘爱

心妈妈’陪伴川川，以后为川川辅导作业，

让川川健康成长。”

伍雪琴还为川川带来了新衣服和新鞋

子，细心地为他试穿。川川不再像最初见到

陌生人时那样哭闹不安，而是依偎在伍雪琴

身边，显得格外乖巧懂事。

看到这一幕，马目沙的眼泪几乎要涌出

眼眶。他觉得自己好像有家了，这个家有热

心网友、有街道工会工作人员、有爱心志愿

者。无数关爱包裹在身边，让从小就缺乏关

爱的马目沙能量满满。

他牵着川川的手，走在银川明媚的春光

里，望着院子里鹅黄色的柳絮，不住感叹：

“银川的春天，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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