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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小雨）记者3月26日获
悉，继日前发布14条政策“组合拳”提振消
费后，贺兰县又最新出台农业特色产业扶
持政策，即日起至今年底，对县域内从事种
植和养殖的农户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予以补贴扶持，推动特色农
业发展壮大，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葡萄酒产业方面，支持产区品牌建设，
支持企业（酒庄）举办专场推介会、经销商
大会、春耕展藤等活动，最高补贴20万元；
支持培育龙头企业，对产区当年葡萄酒出
口额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酒庄）予以补
助，对新评定为五级、四级、三级、二级的
列级酒庄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
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同时，支持企

业（酒庄）建设酿酒葡萄种质资源库和培育
名优产品，并将在国家A级旅游景区创
建、民宿及酒店发展、酒庄建设、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联农带农等方面给予相关奖励
及补助。

畜牧产业方面，支持畜禽养殖补栏，最
高补贴10万元；支持牛奶产销合作，凭生鲜
乳购销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最高补贴20
万元；支持牛羊产业发展，对养殖场建设、
牛羊定点屠宰等予以补贴。

适水产业方面，支持绿色循环渔业
建设，在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区
实施池塘标准化改造及尾水治理，改造
精养鱼塘，每亩补贴 3000 元；改造精养
蟹、虾塘，每亩补贴 4000 元。支持特色

设施渔业建设，优先发展鲈鳜、虾蟹等
“海鱼陆养”模式，购置工厂化水循环设
备、新建改建工厂化车间及设施温棚、购
置水产品加工设备，以及开展鱼菜共作、
渔业养殖生产、销售冷库建设，给予不超
过项目建设金额 30%的补贴，总体补贴
上限为 1500 万元，单体补贴上限为 500
万元。此外，在名优品种引进、优质扣蟹
培育、稻渔转型升级、综合种养新技术推
广方面也都有相应补贴。

品牌营销推广方面，鼓励支持企业积
极参与各类展销活动，大力宣传推广本土
品牌，打造外销窗口，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主
动配合参展的企业倾斜，并按照展销活动
的规模和级别实行分类补助。

贺兰县

扶持特色产业
再出利好政策

业余时光 畅享文化艺术魅力

最近，灵武市城区街道朔方路社区、西苑社
区、西湖社区联合灵武市青少年公益协会，共同
开展“流动青少年宫”系列活动，将优质的教育培
训资源延伸到社区，为少年儿童和青年群体打造
家门口的“快乐课堂”。

在朔方路社区的自习室，志愿者耐心细致地
为少年儿童进行作业辅导，不仅解答孩子们在学
习上的疑惑，更用鼓劲的话语激发孩子们学习知
识的热情。“每天辅导孩子完成学校作业后，我们
还会针对错题进行再讲解，让孩子们彻底理解知
识点。在学生有余力的时候，也会出些练习题，
帮助学生进一步提高。”志愿者周璇说。

西苑社区和西湖社区则成为“充电站”，青年
人则可利用业余时间在此学习文化艺术。

在西苑社区的青年书法课堂上，灵武市著名
书法家石虎麟老师正在带领学员感受笔墨纸砚
间的文化魅力。石虎麟一笔一画地示范，从握笔
姿势到运笔技巧，讲解得极为细致。学员们认真
模仿，一撇一捺地书写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我希望跟着石老师学习后可以进一步提
高书法水平，创作出更多有质量的作品。”学员芮
绪华说。

在西湖社区西湖人家小区的口才培训课上，
无论是刚入学的孩子，还是已经参加工作的青
年，都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从最基础的吐字发声
学起。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已经从最初的
羞涩不敢言变为现在的侃侃而谈，自信的光芒在
脸上绽放。

灵武市充分利用社区阵地的宝贵资源，将优
质教育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不仅丰富了少年儿童
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多元发展
的机会。目前，灵武市已形成“朔方路社区课业
辅导+西苑社区文化培育+西湖社区技能提升”
的特色服务矩阵，未来还将开展机器人制作、电
脑编程等特色课程，覆盖更多社区，进一步丰富

“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服务内容，为少年儿童的
健康成长和青年群体的全面发展营造更加良好
的社会环境。

体教融合 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助跑、传球，一次次向球门发起进攻……在灵武市第二中学
的绿茵场上，每天都能看到这样充满活力的场景。“注意交叉跑
位！”该校体育教师杜文海专注地带领足球特长生进行日常训练，
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每一位学生的动作，随时给予指导和鼓励。

“太喜欢踢足球了，我希望能进入国家队，为中国足球贡献
力量！”学生李琳兴奋地说。“很多孩子都有踢球天赋，身体素质
和反应速度也在训练当中得到快速提高。”杜文海感慨地说，在
繁忙的学习间隙，踢球让孩子们得到了极大放松，能够以更饱
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业中。

灵武市第二中学以严格落实国家课程为基础，积极促进体
育教师专业水平提升，不断丰富大课间活动形式，并依托体育兴
趣类课后服务，充分发挥育人主阵地作用。该校以校园足球为
重要支点，巧妙利用冬、夏令营训练平台，大力提高足球特长生
的专业技能。同时，坚持统筹安排、联合协作、比赛同办、成果共
享的“一盘棋”模式，不断创新工作形式和内容，努力打造读书、
运动、竞赛、训练、教学多元并存的体教融合校园文化特色。

作为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灵武市第二中学
成绩斐然——2017年获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U14超级联赛第
四名；2021年获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初中男子组第八名；
2024年，在银川市校园足球联赛中，男女队双双夺冠，女子
U16、U14组别也在全区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摘得桂冠……这
些耀眼的成绩不仅为学校赢得了荣誉，更昭示着灵武市足球事
业发展的强大后劲。

走出校园 深刻感悟劳动价值

3月19日阳光明媚，灵武市第七小学组织师生走进枣园
基地开展“枣知有你”春日劳动探索之旅，通过一堂“行走的
思政课”，让学生们在田间地头深刻感悟劳动价值。

在种植户的带领下，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枣树知
识微课。从枣树上芽点的分布到枣树开花的规律，种植户深
入浅出的讲解让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随后，学生们还在技
术员的指导下清理了枣树苗圃。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农民伯伯的不易，明白了香甜
的枣子来之不易，我也会不怕辛苦，更加坚定了好好学习的
决心。”学生刘欣荣认真地说。这正是灵武市第七小学副校
长龙亚楠期待的育人效果：“当孩子们亲眼看到四月枣花、七
月青果、九月红霞的蜕变，‘粒粒皆辛苦’就不再仅是课本上
的文字。”

走出校园开展一场生动的实践课，也是家校社协同育
人的生动示范。当天，该校还特邀10名家长担任“劳动观
察员”与学生共同劳作。“很赞成学校举办的这次活动，不仅
增强了孩子的社会责任感，也让他们知道田间劳作的辛苦，
以后能够珍惜每一颗果实、每一粒粮食。”家长代表王彦萍
感慨道。

去年以来，灵武市第七小学依托“长枣之乡”的自然资
源，自主研发了“四季之美”校本课程，让学生参与枣树修剪、
施肥、采摘等一系列活动，亲身感悟“付出与收获成正比”的
劳动真谛。

近年来，不少家庭添了二宝、三宝，可“孩子谁来
带”困扰着许多家庭，尤其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老人
带娃累，育儿嫂带娃贵，更是一大难题。为纾解“无人
带娃”问题，近年来，兴庆区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
设，着力提升托育服务供给能力。

3月26日早上8点半，兴庆区银古路街道云和社
区幸福世家小区居民张秉丽准时把儿子送到了离家
不远的爱慧早育托育中心。安静温馨的托育环境、多
样化的益智玩具、温柔可亲的保育员，让孩子没有感
受到暂时分别的“小痛苦”，而是高兴地和其他小朋友
玩耍起来。“这里有专业的保育员进行照护，而且离家
不到10分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大难题，家里老人
也轻松了不少。”张秉丽满意地说。

执行园长开妍介绍，爱慧早育托育中心是一家由
政府牵头、第三方运营的普惠性托育机构，设置两个
班，可提供托位40个。考虑到周边居民的多种需求，
还设置“助苗公益托”项目，每年免费向周边想要接触
早教的居民提供10次“公益托”服务，每次时长两个
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截至目前，兴庆区已建成18家独立托育机构、54
个幼儿园延伸托班，托育婴幼儿16727名，为辖区群
众提供了安全、快乐的托育环境。兴庆区卫生健康局
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托育服务宣传力度，多方挖
掘资源，重点面向居民小区、大型单位和企业发展托
育服务，确保普惠托育政策落实、落细、落地见效。

兴庆区

破解“带娃难” 托育有去处
本报记者 肖梦琪 文/图

爱慧早育托育中心的老师在照看孩子。

本报讯（记者 李阳阳）为进一步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满足群众差异化
住房需求，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与城市更新，
近日西夏区推出购房补贴政策，补贴资金
总计300万元，补完为止，按照登记顺序先
到先得，单项最高可补贴3万元。

根据方案，本次购房补贴针对购买西
夏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新建商品房住宅
（不包括交换、置换或通过法院强制手段转
移等方式），以及西夏区行政区划范围内房
屋被征收后，使用房票购买西夏区范围内
审核在库新建商品房的被征收人（家庭）。
使用房票购买西夏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新
建商品房住宅，视为现金购房，补贴时限截

止到6月30日。
补贴标准为，3月24日至6月30日（以

网签备案时间为准），对现金购买西夏区新
建商品住房的家庭，房屋建筑面积100平方
米以下（不含本数）的给予每套3000元购房
补贴，房屋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含本
数）的给予每套5000元购房补贴；对2022
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出售银
川市（包括三区两县）范围内自有住房，并在
政策补贴时限内购买西夏区新建商品住房
的家庭，给予每套5000元购房补贴。

同时，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
个人所得税政策至12月31日，对出售自有
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

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对购买西夏区新
建商品住房的二孩及以上家庭（二胎出生日
期需在2016年1月1日后），给予每套1万元
购房补贴；对现役军人购买西夏区新建商品
住房的，给予每套1万元购房补贴；对应届大
中专及本科院校毕业生和在读大中专及本
科院校学生（仅限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包
括全日制专科、统招专升本、全日制本科）在
西夏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每套
5000元购房补贴；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西
夏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分别给予2万元、
3万元购房补贴（认定最高学历）。需要注意
的是，以上补贴政策均可叠加享受。

西夏区

发放购房补贴
可以叠加享受

稳经济 保增长 促发展

金凤区

文化小阵地 发挥大作用
本报记者 刘旭卓

“加油，加油……”近日，一场趣味运动会在金凤
区丰登镇联丰村文化大舞台上热烈进行，村民的加油
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联丰村文化大舞台初建于2020年，2024年，针
对舞台地板损坏等问题，联丰村申请项目资金进行维
修并升级了音响和灯光等设备，并建造了“联心长
廊”，增设儿童娱乐设施，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该项
目总投资35万元，最近建设完成。“现在的文化大舞
台场地宽敞、设施完备，为我们建设了一个开展文化
娱乐活动的好地方。”一位村民说。

今年以来，金凤区持续推动基层文化阵地升级，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丰登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为桥梁，完善联丰村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等村级
群众活动场所配套设施，今年还谋划建设丰登镇镇域
西侧体育公园项目、新丰村多功能运动场项目，不断
丰富群众娱乐阵地。

金凤区还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持续传递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让乡村文化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在
丰登镇永丰村，老年教育已成为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为了满足中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永丰村持续深化“塞上乐龄大学”社区老年教育项
目，为老年学员搭建一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温馨
家园。

3月初，永丰村老年大学开设了声乐、电子琴和民
族舞三门特色课程，共计132课时。在声乐班，学员
们用歌声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在电子琴班，
老年人的指尖奏响了欢乐的旋律；在民族舞班，他们
身姿轻盈，舞动出独特的风采……永丰村党支部副书
记李楠表示，将有效利用该平台，让老年人的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

永宁县

茶韵迎老友 闽宁情更深
本报讯（记者 刘嘉怡）一片茶叶融汇山河之味，

一杯八宝凝聚民族之情。近日，永宁县“国风少年团”
以“茶韵传情·山海共融”为主题，与厦门市委党校第
七期青才班学员及援宁工作队代表在闽宁党校共同
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茶文化交流活动，让闽宁两地
的“山海情”在茶香的萦绕下愈发深厚绵长。

活动中，一杯“山海共济·闽宁情长”的民族团
结茶，成为两地人民友情的纽带。在“国风少年团”
导师毕会萍的带领下，孩子们以宁夏八宝茶礼仪，
向来自远方的嘉宾表示欢迎。厦门青才班代表则
融合闽南功夫茶与武夷山岩茶文化，展示了具有福
建特色的茶艺表演。最后，少年团成员还与青才班
学员合作，制作了一款融合宁夏八宝茶与福建岩茶
的特调茶饮——“山海连心茶”。双方以茶会友，
在八宝茶与岩茶的碰撞中，推动了两地文化的深
度交流。

灵武市第七小学学生清理枣树苗圃。
本报记者王彦飞摄

中小学生参加灵武市第二十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资料图片

体教融合
赋能成长赋能成长

实践育人
浸润心田浸润心田

本报记者 王彦飞

以内涵发展为笔，绘就素质教育
新画卷，灵武市——

近年来，灵武市创新工作方式，将内涵发展作为关键笔力，精心描绘着素质教
育的崭新画卷，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灵武市第二中学的学生正在参加足球比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