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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宁园区筑巢引凤促发展闽宁园区筑巢引凤促发展
在闽宁产业园，宁夏山海饲料有限公司年产

12万吨反刍饲料项目建设正酣，宁夏闽宁旺城乡
乳制品有限公司乳制品加工项目也在稳步推
进……这片从戈壁滩崛起的园区，凭借闽宁两省
区注入的产业动能，正以蓬勃之势加速发展。

自建设伊始，闽宁产业园锚定“打造支柱产业
新优势、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目标，以补
链、强链、建链为抓手，积极开展“走出去”招商洽谈
与“引进来”项目落地工作。园区聚焦低空经济、教
育装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全力培育
上下游协同、竞争力强劲的产业集群，致力于打造
产业融合发展新样板，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入驻闽
宁产业园，计划投资近1亿元建设12000平方米
正式厂房及配套设施，打造首个闽宁国资国企新
质生产力产业园。同年8月，该公司过渡厂房率
先投产，并陆续推出首台套图鲲服务器、逐日计算
机终端设备。据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企业已累计生产近2万
台服务器，实现工业产值超4亿元。当前，新地块
上的正式厂房主体建筑已完工，投产后预计年产
量可达10万台，年产值达20亿元。

在闽宁两省区的深度协作下，闽宁产业园吸
引了多家企业安家落户。截至目前，园区已与
415家企业进行接洽，成功引进福建省大数据集
团、广州视源集团等42家企业注册落地闽宁镇，
其中20家企业入驻闽宁产业园，计划总投资约
15.2亿元。具体来看，10家企业已成功摘地，共
获取11幅地块，总面积约541.8亩；另有9家企业
入驻山海孵化园，订购使用12栋通用厂房，厂房
使用率达75%。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为激发园区内
生动力和发展活力，近年来，银川市与厦门市联合
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在优化企业审批程序、加强
人才交流合作、支持重点产业招商、强化政策资金
支持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全力支持闽宁产业园
提质增效、加快发展。如今，园区建设成果斐然，
面貌焕然一新，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7亿
元，实现工业总产值4.9亿元，展现出蓬勃向上的
发展态势。

时至年中，万物竞发。
骄阳似火，闽宁产业园里，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着闽宁协作的动人故事；同处贺兰山下，广袤

的葡萄园中一片绿意盎然，在家门口发展起来的“紫色产业”，让村民们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在银川，一个个独具特
色的乡村产业蓬勃兴起，描绘出一幅村美民富产业兴的绚丽画卷。

近年来，银川市聚焦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特色产业振兴、加快共同富裕步伐，以点带面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生态宜居、共同富裕、幸福和美的家园，全力打造“以城带乡、以乡润城、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银川
样板。

志辉源石酒庄的酿酒葡萄喜获丰收。资料图片

电商劳务双向赋能致富路电商劳务双向赋能致富路
“这是我们的特色产品宁夏枸杞，

现在在直播间下单还有优惠活动……”
在“闽宁巧媳妇”直播间内，主播马燕妆
容精致、口齿清晰，正熟练地推介着枸
杞产品。这个直播间位于闽宁禾美电
商帮扶车间，而在她身后的生产、打包
车间里，近百名闽宁镇妇女如同马燕一
般，用勤劳双手编织着美好生活。

坐落于原隆村的闽宁禾美电商扶
贫车间，是集生产加工、品牌培育、就业
服务、电商创业孵化、技能培训于一体
的电商扶贫示范基地。创立初期，车间
员工主要为闽宁镇留守妇女，其中低学
历、低收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超
90%。在创始人徐美佳的带领下，这些
曾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从学说普通
话起步，逐步成长为能说会道的产品推
销员和乡游代言人。

历经数年发展，车间依托电商平
台，孵化出“闽宁巧媳妇”电商团队、“水
花儿”讲解团等队伍。它们不仅将宁夏
特色农副产品推向全国，还打造了“闽
货集散中心”，在线上销售“八闽好
物”。如今，“巧媳妇”直播间日订单量
突破 2000 单，车间年销售额超千万
元。“闽宁禾美”模式更是成功推广至陕
西、内蒙古、青海等省区，助力20多家
传统扶贫企业拓展电商渠道，技术培训
覆盖1200人次。

“这次去福建，主要做蔬菜分拣包
装和扫码贴标签的工作，盼着能多挣些
钱，还能长长见识、积累经验，过上更好
的生活。”今年，闽宁镇居民马小平通过
闽宁两地劳务输出项目，与70多名老
乡一同踏上前往福建的务工之路。今
年以来，银川市持续强化跨区域劳务协

作，不断深化闽宁劳务协作，为劳动者
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

为推动农村劳动力精准就业、稳定
增收，闽宁两地协同发力。今年，两地
召开劳务协作座谈会，举办“春风行动
暨春暖农民工”闽宁协作专场招聘会，
并采用包机、包车等“点对点”运输方
式，将111名闽宁镇务工人员送至厦门
就业。同时，银川市首个驻厦劳务工作
站（永宁县驻翔安区站）挂牌成立，通过
建立常态化岗位收集、权益保障机制，
切实为外出务工人员保驾护航。此外，
闽宁两地还积极鼓励闽籍企业家来宁
投资创业，德龙酒庄、富贵兰纺织园等
10余家福建企业相继落户闽宁镇。多
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就业对口协作
机制已然形成，有效畅通外出务工人员
就业增收渠道。

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图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图
“春种甜糯玉米、秋收加工罐头、冬

忙电商带货”，这是永宁县望远镇通桥
村糯玉米产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去年，
通桥村凭借糯玉米产业，带动村集体收
入超3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万元，曾经的“经济滞后村”成功蜕
变为“百万村”。

曾经的通桥村缺乏支柱产业，仅靠
公用地承包费和村集体资产出租维持
运转，年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为改
变现状，通桥村积极行动，先后自筹争
取项目资金，建设冷链仓储中心，并通
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塞上山海情酒业有
限公司，还采用“党支部+企业+职业经
理人”模式创建了禾糯玉米厂。随着产
业体系逐步完善，通桥村的经济效益节
节攀升，村民收入显著提高。

在销售模式上，通桥村也不断创
新。去年，该村尝试直播电商，最高日

成交量达6978单，单日成交额突破11
万元。看到了电商销售蕴含的巨大潜
力，今年通桥村将糯玉米种植面积从
1000亩扩大至3000亩，同时投资548
万余元建设1000平方米高标准冷库，
预计可储存350万根玉米。产业发展
阶段，还可带动周边百余人就近就业，
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哪根葡萄藤该抹芽，哪串葡萄可
以采收，枝条倾斜度要精准到 45
度……田间地头养护葡萄的学问可多
了。”杨静是西夏区镇北堡镇昊苑村的
村民，同时也是志辉源石酒庄的一名讲
解员，从事着酒庄接待和讲解工作。在
昊苑村，像杨静这样与葡萄酒产业深度
结缘的村民不在少数，全村70%的居民
都从事着相关工作。

凭借地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
核心位置的优势，依托丰富的酒庄和产

地资源，昊苑村葡萄酒产业驶入发展的
快车道。近年来，志辉源石、格莉其酒
庄等19座酒庄相继落户，让这里年产
葡萄达6000吨，创造近4亿元产值。
为推动产业升级，昊苑村积极探索“葡
萄酒+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出多家
风格迥异的精品民宿，吸引八方游客。
如今，超过1000名村民投身葡萄种植、
田间管理、葡萄酒加工生产等领域，每
年人均增收近3万元。

从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到产业链完
善的种植基地，昊苑村的每个角落都展
现着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近年来，银
川市因地制宜推动乡村发展特色产业，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培育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农业新业态，让村集体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绘就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
画卷。

银川践行嘱托这一年银川践行嘱托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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