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总愁老人孩子没地方活动，现在
不用了。广场宽敞明亮，晚上还有新路灯照
明，变化太大了！”近日，站在焕然一新的银
都蓝湾小区广场上，居民王金芳高兴地说。
短短一周时间，这片承载了周边居民十余载
欢声笑语的老旧广场，在贺兰县富兴街街道
办事处的推动下，蝶变为居民热衷打卡的健
康休闲新地标。

建于2014年的银都蓝湾小区广场，曾
是富兴街街道友爱社区居民的重要活动空
间，然而历经岁月洗礼，路面破损、设施老
化、照明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居民的

“吐槽”，富兴街街道办事处和友爱社区迅速

响应，充分发挥“石榴籽连心家园”品牌凝聚

力，将其纳入今年的重点民生实事清单，并

启动“红色议事”机制，凝聚党群合力解决居

民需求。

针对广场如何改造的问题，友爱社区充
分利用了“石榴籽议事会”这一居民共治平
台，组织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集思广益。

“议事会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大家聚在一
起提建议、说想法，感觉特别好。”居民们纷
纷表示，各族居民积极参与议事，既增进了
彼此的感情，也让解决问题的方案更接地
气、更具温度，真正做到了“群众事、群众
议、群众定”。

为确保广场改造质量，友爱社区还建立
了“每日巡查+居民监督”机制，邀请社区党
员和居民代表组成“质监队”，紧盯施工关键
环节与细节，并协调施工方通过错峰作业减

少扰民。短短7天后，广场旧貌换新颜：地面
平整如新，绿化整齐美观，还新增了太阳能
路灯、文化长廊和秋千架等设施，成为高颜
值的“社区会客厅”。

“现在每天傍晚，在广场上跳舞的、下棋
的、遛娃的随处可见，比过年还热闹！”居民

虎淑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如今，这里不
仅是老邻居们休闲娱乐、联络感情的聚集
地，更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

银都蓝湾小区广场的蝶变，是富兴街街
道办事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精准对接民生的

鲜活写照。富兴街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
将深化“党建+民生”模式，聚焦群众“微需
求”，推进更多“小而精、见效快、暖人心”的民
生项目，织密建强“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完善
互嵌式治理格局，切实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

“愿景图”，转化为可及可享的“实景图”。

贺兰县
集思广益 老广场蝶变会客厅

本报记者梁小雨文/图

焕然一新的银都蓝湾小区广场（6月16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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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金凤区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创新服务模式，着力打造居民身边的“精神家园”，真正实现文化服务“零距离”。

开展惠民演出 提供艺术享受

“6月3日在枫林湾小镇演出，6
月10日在阅彩城演出，6月24日在满
城北街街道满春园社区演出……”在
金凤区6月份的文化惠民演出安排表
上，密密麻麻地列着36场演出，包含
戏曲、歌曲、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红歌主题的惠民演出丰富了居
民的文化生活，也用音符为社区文化
建设注入‘红色动能’。”金凤区长城
中路街道枫林湾社区党委副书记杜
学萍说，6月3日在枫林湾小镇举办

的文化惠民演出吸引了大量居民参
与。演出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红歌
轮番唱响，社区居民也在嘹亮歌声中
凝聚了人心、增进了感情。

“逛街的时候还能顺便欣赏文艺
演出，真不错！”“家门口的演出越来
越多了，居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6月10日，在阅彩城广场
上，金凤区的文化惠民演出不仅为周
边居民，也为逛街路过的市民提供了

艺术享受，精彩的节目赢得了人们的
热情掌声。

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金凤区将继续深
入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计划举办
广场演出200场、送戏下乡100场，
覆盖金凤区各个社区和村庄，内容紧
密围绕群众需求，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包括歌舞、戏曲、小品、
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让广大群众在
家门口欣赏到高质量文艺演出。

完善文化阵地 丰盈精神粮仓

“我们喜欢看本土故事，能不能
多演点咱村里的事？”6月10日，在良
田镇园林村，当一场文艺汇演结束
后，村民的建议被良田镇文化志愿者
记在了“需求账本”上。如今，由镇里
文艺爱好者组成的良田情艺术队，正
带着原创小品《彩礼新风》、原创歌曲
《我家住在大美良田》走村串户，为村
民讲述身边的移风易俗案例、产业发
展故事。演员是种地的农民、返乡的
大学生，演出地点就在田间地头。

走进良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阵地串
联起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
群众家门口的“精神粮仓”。良田镇
通过整合资源、统筹规划，配齐图书
阅览室、儿童之家、百姓大讲堂等功
能区域，实现了基层文化阵地全覆
盖。通过整合村级办公场所、闲置用
房等资源，累计建成文化广场15个、
农家书屋10家、村史馆3座，让村民

“出门见文化，抬脚进阵地”。
丰登镇则将老年大学建在了村

民家门口。丰登镇永丰村持续深化

“塞上乐龄大学”社区老年教育项目，
为老年学员搭建了一个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的温馨家园。今年，该老年大
学开设了声乐班、电子琴班和民族舞
班三门特色课程，共计132课时。这
些课程不仅让学员学到了新知识、新
技能，更让他们在互动与交流中结识
新朋友、增进邻里情。此外，今年丰
登镇的文化大舞台、文化广场、文化
长廊等村级群众活动场所也将相继
进行改造焕新，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
需求。

打造书香绿洲 构筑理想家园

炎炎夏日里，金凤悦书房成为市
民避暑充电的“书香绿洲”。

6月11日，走进位于五里宜居小
区的金凤悦书房，扑面而来的书香令
人顿觉神清气爽。“以前读书学习非
得去图书馆，离家远，特别不方便。
如今悦书房就建在家门口，为我提供
了很多便利。”正在该悦书房复习考
试的一位居民说，除了在此学习“充

电”外，每周末她还会把孩子带过来
写作业，离开时，孩子也总会借阅几
本图书拿回家看。

金凤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已建成并免费开放的20处金凤悦书
房基本覆盖了金凤区辖区，投放的10
万余册图书涵盖文学、艺术、百科、历
史、哲学等22个类别，各种期刊、报纸
品类丰富，极大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读者

的需求，已成为广大市民读书、学习、交
流、休闲的“一站式”阅读空间。

除了免费阅读，金凤悦书房还实
现了WiFi全面覆盖，读者可通过手
机进行线上阅读。借阅系统也已接
入银川市图书馆的系统平台，读者持
借阅证或读者卡，可在市图书馆及市
辖三区图书馆借阅图书，实现通借通
还，让居民的“理想家园”触手可及。 为民做好“加减法” 综合执法显温情

本报记者肖梦琪

日前，宁夏味福季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鹏
凯将一面锦旗送到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办事服务大厅，以此表
达对该局规范、高效服务的感谢。

作为兴庆区便民服务摊点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宁夏
味福季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兴庆区的经营点已达48个。这
些分布广泛的餐车在为市民提供便捷餐饮的同时，也为城市
增添了浓浓烟火气。“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公司审批备案登记的
关键时期，兴庆区综合执法局的执法队员总是第一时间响应，
迅速前往各个备案地点进行实地巡查，以高效的审批流程完
成备案，极大缩短了我们的等待时间，为企业经营提供便利，
使得味福季餐车按时、合规地为市民服务。”王鹏凯说。

当前，兴庆区共有味福季流动餐车、食鲜汇果蔬车、维修
摊点等125个便民服务摊点，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就业的重要
力量。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始终秉持为民服务理念，不仅在审
批备案流程上做“减法”，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还在
人文关怀上做“加法”，优先为困难群众和残疾人办理经营手
续，助力他们就业增收。此外，还根据群众需求动态调整便民
摊点布局，让服务更加精准、贴心。

兴庆区综合执法局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探索优化管理与
服务模式，建立健全便民服务摊点动态管理数据库，进行实时
更新和精准管理，让“烟火气”与“文明范”和谐共生，让城市既
有整洁有序的“面子”，又有民生繁荣的“里子”。

兴庆区

提升改造 小庭院化身致富园
本报记者刘嘉怡

近日，记者在永宁县胜利乡烽火村村民
刘月凤的家中看到，宽敞明亮的房屋前后被
葱郁的树木笼罩，树荫下放着两张躺椅，刘
月凤为客人们烹制的八宝茶放在一旁的圆
桌上，香甜的滋味与夏日的清爽相得益彰，
描绘出一幅惬意的乡村田园图景。

近几年，70岁的刘月凤和老伴瞅准了庭
院经济的发展势头，将自家宽敞的院子收拾
出来，规划了整齐的菜圃，并种上花草和果
树。如今，院里的桃树、核桃树已挂上了青
绿的果子，菜圃内西红柿、辣椒、茄子等蔬菜
茁壮生长。鸡鸣鸟叫间，藏在乡间的诗画田
园为都市人提供了一处心灵的居所。

刘月凤介绍，每到果蔬成熟季节，小院

的市民游客就逐渐多了起来。18亩果园可
以让游客尽情体验采摘的乐趣，玩累了还能
在院子里自助烧烤。“我以前开过饭店，游客
想吃饭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给做一桌农家
饭。”刘月凤说，小院一天最多可接待30人，
一年下来收入在8万元左右。

在烽火村，像刘月凤一样提升改造庭院
的农户还有30多户。烽火村党支部副书记
刘婉梅介绍，该村家家户户都有果园，村民
对于人居环境十分看重，各家都将自己的庭
院打理得漂漂亮亮、井井有条。“银川南线物
流快速通道项目穿村而过，将为烽火村带来
更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发展庭院经济创造更
好的条件。”刘婉梅介绍，该村将以刘月凤家

的庭院作为示范点，动员更多村民整合盘活
家中空置的房间、院落、果园以及房前屋后
零星土地等资源，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实现
就地就近创收。

近年来，胜利乡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丰富的果园资源，鼓励各村积极发展庭院经
济、林下经济，让村民庭院既有“看头”又有

“赚头”。承载着烟火气的农家小院，如今成
了名副其实的“增收小田园”。

为让居民安心发展庭院经济，先锋村对
闲置庭院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利用，不仅为村
民免费提供果树苗木，还安排专业人员进行
技术指导，消除了村民的后顾之忧。该村还
面向村民推出“庭院溜达鸡”项目，实行免费

发放鸡苗、免费培训养殖技术、免费进行防疫
消毒，以保底价收购成鸡的“三免一保”政策，
让庭院形成“可采摘、能变现”的增收组合。

先锋村党支部书记常永宁介绍，去年以
来，该村坚持“一院多品”思路，通过“党支部
引领+合作社带动+农户参与”的联动机制，
利用村里的闲置空地种了4000余棵枸杞
树、李子树、梨树等经济苗木，带动68户农户
养殖“庭院溜达鸡”，形成了“林下经济+生态
养殖”的良性循环。

曾经闲置的农家院落，如今化身为村民
增收的聚宝盆，凭借着“小庭院大经济”的思
路，胜利乡探索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
的多赢之路。

永宁县

大学生电商挑战赛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李阳阳）近日，由西夏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二届“莘莘学子・新星向西”大学生电商挑战赛在银川中关村
创新中心圆满收官。此次挑战赛以“数字赋能产业，青春助力
乡村振兴”为主题，自5月份启动以来，共吸引了来自宁夏大
学、北方民族大学等8所高校的300多名学生参与。

“此次挑战赛采用‘产业场景研学+短视频创意+直播实战’
的创新模式开展，实现宁夏特色产业与高校人才资源的紧密对
接，而全链条的赛制也激发了青年的创业潜能。”据西夏区就业
创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5月至6月，参赛选手还走进我市各酒
庄、枸杞精深加工基地、智能化乳品加工厂等地开展了一场沉浸
式研学。他们不仅仅是观摩，还按照“实践操作+痛点诊断+商业
转化”的路径，积极探索电商与地域特色的深度融合。

在“西夏好物推荐官”海选环节，选手们推出了100多部
创意十足的短视频作品。在决赛环节，40名晋级选手聚焦葡
萄酒、枸杞等特色产品展开直播实战竞技，他们在选品策略、
流量运营、话术设计以及舆情应对等各个环节均展现出了“数
字新农人”的专业素养。

“本次赛事不仅是青年学子比拼技能的舞台，更是‘教育
链、人才链、产业链’三链融合的生动实践范例。本次赛事的
成功举办，标志着西夏区在数字经济人才培育领域迈出了坚
实步伐。”西夏区人社局负责人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加速
电商人才与产业的精准对接，决赛现场特别设立了“就业直通
车”签约专场，30家优质企业提供了包括直播电商、短视频运
营等在内的多个岗位，部分企业还与赛事优胜者现场签约，实
现了从“赛场”到“职场”的无缝衔接。

据介绍，获奖选手将作为银川特色农产品“金牌推荐官”，
借助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持续推广本地特色农产品。前十名获
奖选手还将获得参加互联网营销师职业能力特训的机会，并
获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合作企业也将与宁夏大学、北
方民族大学等高校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共建实训基地，优化
电商课程体系，培养兼具创新力与乡土情怀的电商人才。

西夏区

“双色马甲”帮代办 特色服务暖民心
本报记者李鲲鹏

为解决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灵武市创新推行“双色马
甲”帮代办服务机制，推动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
办”“快办”深度转型，打造有温度、有速度的政务服务新标杆。

在灵武市政务服务中心，“红马甲”导办员主动问询引
导，为特殊群体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从预约取号到事项办
理的“一站式”陪伴服务。同时，线上线下“办不成事反映窗
口”全天候响应，由“蓝马甲”牵头多部门联办，确保企业群众

“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群众满意度达98.7%。针对农
村地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灵武市推行“服务找人”模式，
乡村代办员变“坐等受理”为“主动上门”，通过精准摸排需
求、定制服务清单，实现高龄津贴认证、医保报销等高频事项

“零次跑”。
在灵武市的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一线，身着“红马甲”的帮

代办专员与身着“蓝马甲”的值班主任形成高效服务矩阵。“红马
甲”一般由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骨干、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人员
及村代办员担任，化身群众“贴心人”，提供政策解答、手续代办、
跟踪反馈等全流程服务，确保“一问就明白、一来就会办、一次就
办成”。“蓝马甲”则由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首席代表、乡镇便民服务
中心主任及村支书担任，作为“攻坚先锋”，专门破解复杂事项，统
筹资源调配，实现疑难问题“接诉即办、全程跟办”。

今年以来，灵武市组建项目服务专班，为塞上百菲奶牛养
殖等20余个重点项目提供“云帮办+实地办”双轨服务。通过

“视频+语音”智能办模式，实现项目备案“零跑腿”，同时实地
指导环评、水保等手续办理要点，审批效率提升50%。灵武市
锦源黑玉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从线上申报到实地
指导，全程有专人跟进，省时又省心！”

从企业项目落地到群众生活小事，“双色马甲”用脚步丈量
民情，用专业破解难题，正成为灵武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
祉的亮丽名片。随着“双色马甲”帮代办机制的持续完善，更多
企业和群众将在暖心服务中感受到政务改革的“民生温度”。

灵武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