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梁小雨齐峰）近日，银川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金凤区丰登镇
和丰村农田开展了“鲜食番茄周年栽培及
原位还田关键技术示范项目”技术培训，吸
引众多种植户踊跃参与。

近年来，银川市设施番茄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但连年种植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
显，不仅导致产品品质下滑，还制约了农业
可持续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银川市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科研团队经过扎根田

间反复研究试验，成功探索出“秸秆原位还
田技术”，为番茄种植带来新转机。

培训现场，种植户与农技人员全神贯
注，紧盯作业农机。旋耕机穿梭其间，将采
收后的番茄秸秆切碎、深埋，每一个步骤都
有条不紊。农技专家边操作边讲解：“秸秆
原位还田并非简单填埋，添加微生物菌剂
后，能加速腐解秸秆，杀灭土壤病原菌，实
现土地深度净化，并达到培肥地力、控肥增
效的目的。”直观的演示与生动讲解，让大
家对这项技术的优势有了新的认识。种植
户王生凯说：“以前处理番茄秸秆费时费
力，拉出去要花钱，堆地里又影响下季种
植。现在秸秆原位还田技术既省工省时，
又能肥沃土地！”言语间满是对新技术的认
可与期待。

据农技专家介绍，秸秆原位还田技术
优势显著。长期应用可增加土壤有机质，
改善团粒结构，使土壤疏松肥沃。在此环
境下生长的番茄抗性增强，坐果率、精品率
显著提升，番茄红素含量更丰富。而且该
技术操作简便、适用广泛，在黄瓜、小白菜、
油菜等种植领域同样潜力巨大，有助于提

升农产品品质、降低种植成本。
项目实施中，农技人员全程深入田间

指导，从精准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
严格把控各环节，保障鲜食番茄的产量与
品质。在秸秆原位还田环节，更是严守技
术规范，充分发挥秸秆肥田价值。

据了解，银川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还将引进多个绿色高效的新技术项目。其
中，设施蔬菜微生物菌剂应用项目备受瞩
目，微生物菌剂在本次番茄种植及原位还田
中的出色表现，能显著改善土壤结构、促进
秸秆腐熟、抑制病原菌。农技人员介绍，后
续将在全市设施蔬菜种植区推广微生物菌
剂，提升蔬菜种植的土壤环境质量，蔬菜新
品种筛选与展示项目也将同步推进。此次
示范项目已筛选出适合本地的优质鲜食番
茄品种，后续还将扩大黄瓜、茄子、辣椒等蔬
菜新品种引进，建立展示区，为农户提供更
多选择。此外，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集成技
术项目也在规划，通过整合性诱剂、杀虫灯
等绿色防控技术，针对黄瓜、辣椒等蔬菜制
定可复制防控方案，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守
护农产品质量安全。

科技赋能农业

银川探索绿色高效种植新路径

上接01版

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韩均 编辑/马强 美编/苗晨 校对/陈宗雄 马飞04要闻·综合

为城市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我市持续推进再生水利用项目建设我市持续推进再生水利用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近日，银川市第七

污水处理厂片区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工程
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在污水处理厂北侧的
地表潜流湿地施工现场，大型挖掘机持续作
业，土方开挖、清运有序进行，潜流湿地雏形
初现，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约30%。

据银川市再生水开发利用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潜流湿地面积为14.1公顷，
被精细划分为 ABCDE 段，共 224 个单元
格。工程针对每个单元格制定了专属施工
方案，从源头保障施工质量，确保工程整体
品质。截至目前，A、B段的潜流湿地清淤已
完成100%，单元格基础垫层浇筑完成15%；
C、D、E段的单元格基础沟槽开挖已结束，正
同步开展垫层浇筑、墙身钢筋绑扎支模工
作，混凝土浇筑进度达50%。

此次工程还将新建两座调蓄池和提升
泵房。目前，提升泵房基坑土方开挖已全
部完成，基底砼垫层浇筑完毕，调蓄池基坑
土方开挖量达4000立方米，南预处理池围

堰施工结束，清淤及土方开挖正在顺利推
进。项目计划铺设1.7公里再生水管道，建
设2.3公里生态塘岸坡绿化及银川科技园
补水灌溉管网，未来再生水可经调蓄池输
送至银川经开区企业。工程完成后，银川
市第七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一级A标准
的再生水，经过潜流湿地过滤沉淀，水质将
提升至地表Ⅳ类，成为段家湖、王家广湖等
8处湖泊的生态补水水源，进一步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再生水利用项
目建设，已先后实施第二、第四、第六、第七
污水处理厂片区河湖生态利用工程，构建
起河湖生态、工业产业、生活杂用多领域的
再生水循环利用新格局。2024年，银川市
再生水产量达11646.39万立方米，利用率
高达58.8％，315公里的输送管网让再生水
广泛应用于热电厂循环用水、城市绿化、道
路浇洒等领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
色动能。

天通银厦：十年“晶”进 重塑工业蓝宝石
本报记者兰菁杨小龙

手机屏的高清透亮、智能手表表盖的坚
硬耐磨、航空领域大尺寸窗口的极耐高温，
背后都离不开一种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硬
核”材料——工业蓝宝石。曾几何时，这种
晶体材料的生产技术还被国外“卡脖子”，如
今全球75%的产能却集中在银川，而天通
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正是这一成就的关键
缔造者。

微观炼“晶”
破解工业蓝宝石生长密码

“2014年以前，横切面超过300毫米的晶
片完全依赖进口，直到我们的400公斤级C
向晶体诞生，才正式拉开国产替代的大幕。”
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森介绍
说，工业蓝宝石的诞生过程，堪称微观世界的

“炼金术”。高纯度氧化铝粉料最初原子无序

排列，经特殊工艺重组为块状氧化铝，随后进
入高温淬炼的长晶环节。在精准的条件控制
下，最终生长出具备高强度、高透光性和优异
化学稳定性的工业蓝宝石晶体。

天通银厦不仅熟练掌握晶体生长技术，
更能精准调控原子走向。传统工艺生长的A
向晶体切割受限，横切面积小，而天通银厦
突破技术壁垒，培育出的C向晶体如同开启

“万能切割模式”，可多角度切割，大幅提升
材料利用率和成品尺寸，在半导体、光学等
领域极具应用价值。

扎根银川
突破“无人区”实现全球领跑
“C向晶体生长技术，是我们进军大尺寸

领域的金钥匙。”康森感慨。2014年刚落户
银川时，天通银厦生产的晶体横切面最大仅

300毫米，国内大尺寸光学窗口材料依赖进
口且价格高昂。

依托银川的能源与政策优势，天通银厦
聚焦工艺、设备等核心难题展开攻关。2018
年首块400公斤级C向晶体成功问世，切割
后晶片尺寸达450毫米。这一成果打破了国
外技术垄断，使得天通银厦占据全球超50%
市场份额，更推动国内的产品应用从LED照
明拓展至航空航天等战略领域。“C向晶体生
长曾是行业‘无人区’，我们的成功彻底重塑
了全球市场格局。”康森说。

然而，天通银厦并未满足于此，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又启动了千公斤级C向晶体项
目。2022年，全球最大的1000公斤级C向晶

体在银川诞生，切割后晶片直径达650毫米，

纯度达国际领先水平，并在量子计算、高端光

学仪器等前沿领域开辟了新的应用空间。

全链布局
构建产业生态闭环

十年间，天通银厦累计投资35亿元，在
银川建成从原料合成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
链，具备年产4700吨蓝宝石晶体、1000万片
晶片的生产能力，还掌握了核心装备制造技
术。在天通银厦带动下，银川形成了完整的
工业蓝宝石上下游产业体系，成为全球最大
的工业蓝宝石生产基地。

“如今我们能精准调控晶体形态，无论
是特殊规格还是超大尺寸定制晶体，都能按
需生产。”康森自豪地说，“这将不断拓宽工
业蓝宝石的应用边界，为前沿科技发展注入
无限可能。”从突破技术封锁到引领全球标
准，天通银厦用十年“晶”进，让中国在工业
蓝宝石领域牢牢掌握了话语权。

助力企业发展

银川经开区以“营商”换“商赢”
本报记者闫茜

6月19日，在银川经开区人工智能生态社区的宁夏毕
方玖章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客户定制的“高
拟真数字人”进行最后的调试。该公司副总段永刚介绍：

“凭借文本、音视频、数字人克隆等一键生成能力，客户几分
钟就能生成专属形象的视频或PPT。”

“前沿技术的突破、创新格局的形成，从来不能靠单打
独斗，而是需要技术、政策、产业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协同
合作。”段永刚说，企业入驻人工智能生态社区后，不仅获得
人才培养、法律服务、房租减免等政策支持，还与同行建立
起良好合作机制，形成“上下楼即上下游，左右邻舍皆商业
伙伴，生态社区成产业链”的全新发展格局，在政府牵线搭
桥下，公司已收获多笔订单。

今年以来，银川经开区持续拓展对企服务内容，推动政
策精准落地，以“营商”换“商赢”，不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
感与满意度。

“一通电话，一键提交，一证到手。原以为整个流程会
非常复杂，没想到一天时间就办好了！”前几天，银川威力传
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李娜收到银川经开区税务局
开具的新版《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后很是惊喜。这张证
件，将是企业与合作伙伴签订重要零部件生产协议、开拓国
际市场的关键“通行证”。

李娜表示，今年《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新规实施，园
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从政策解读、流程指导到资料审核、
风险提示形成服务闭环，使新版证明的办理时限从常规流
程压缩至3个工作日内。

银川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持续打出优化
营商环境“组合拳”，让良好的营商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硬支撑”与“软实力”，为先行区示范市建设提供良好
的发展环境。

银川公积金推出定制服务
助力铁路职工跨省办事无忧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记者6月19日从银川公积金管
理中心获悉，该中心推出“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延伸服务，
打造了铁路职工专属的“一站式”办事模式，以满足铁路职
工跨省办理不动产业务的需求。

“我们常年奔波于铁路沿线城市，住房需求较为特殊，
公积金购房信息的畅通至关重要。”中铁兰州局集团兰州车
务段职工黄帆表示，甘宁两省区的公积金审核信息通道打
通后，她计划在银川购置房产。

据介绍，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铁路分中心通过与
平凉市自然资源局加强合作，在合作金融机构设立了平凉
市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全面推行“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服
务模式。通过甘肃省“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服务平台，在宁
夏银行火车站支行及中卫分行设立平凉市不动产登记延伸
服务点，实现异地申请、数据传输、属地审核等功能，让铁路
职工“就近可办、异地能办”。

今年以来，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铁路分中心还大
力推进抵押权证电子证书网上打印服务，替代传统纸质材
料邮寄，不仅缩短业务办理周期，还杜绝了邮寄丢失风险，
数字化赋能让办事体验全面升级，彰显“智慧政务”优势。

银川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
宗旨，推动不动产登记“延伸服务”落地见效，让跨省通办从
愿景变为现实，有效破解群众异地办事难题，进一步提升政
务服务便利化水平。

金凤区打出组合拳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本报记者刘旭卓

今年以来，金凤区紧扣“136”发展思路，聚焦降低经
营主体营商成本与基层治理成本，通过政务服务升级、助
企纾困增效、综合执法创新降本等举措，持续优化辖区营
商环境。

今年，金凤区率先出台会展、赛事、首发、演艺经济四大
专项发展工作方案，深度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高效办成一件
事”10项重点事项。针对首发首店、会展、演艺、体育赛事
等新业态，以及工程项目建设等8项企业服务和6项个人服
务重点任务，推行集成审批，精简6项个人高频事项办理流
程。借助流程重塑与数据共享，办理时限压缩65%，申报材
料减少35%，审批环节精简80%，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截至
5月底，金凤区新增经营主体0.75万户，累计在册10.74万
户，占全市总量的25.76%。

企业有困难，政府来帮忙。前段时间，银川恒仓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遭遇资金周转难题，政府专班主动上门服
务，促成银行快速放贷20余万元，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经
营压力。此外，金凤区还通过召开2025年助企现场办公
会、招商推介大会，化解企业诉求18个，兑现323万元研
发补助资金。同时，将134项惠企政策梳理汇编成册，并
聘请10位营商环境“监督员”，确保政策精准落地、服务
持续优化。

为了推动综合执法创新降本，金凤区印发《金凤区
2025年重点领域“综合查一次”实施方案》，将涉企执法检
查范围从4个领域拓展至工业企业、商业综合体等6个领
域，覆盖210个检查对象，实现辖区大中型经营主体（含学
校）基本全覆盖，在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的同时营造企业“安
静生产期”，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中石油广场东路加油站经
理张瑞坦言，多部门联合检查提前10天告知，1小时内即可
完成，较以往随机检查效率大幅提升。据统计，辖区大中型
经营主体涉企行政检查频次同比压缩50%至80%，市场竞
争更趋公平，发展活力充分释放。

优营商环境 强首府活力

旋耕机粉碎番茄秸秆。本报记者梁小雨齐峰摄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项目建设“落地有声”
本报记者刘嘉怡

近日，永宁工业园区内，宁夏鲁航管道
科技有限公司环保管材项目建设正酣。该
项目规划建设3栋厂房，总面积超2万平方
米，目前土方开挖与砂石料回填已完成，正
推进基础施工，预计10月底交付使用。

今年，广东派沃、鲁航管道、卓鼎保温材料
等项目相继在永宁工业园区落地，预计可盘活
闲置土地180亩。其中，宁夏鲁航管道科技有
限公司与宁夏卓鼎雅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
大重点项目同期开工，通过盘活闲置土地、释放

资源效能，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宁夏鲁航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性

能环保塑料管材加工企业，因原有厂房规模
较小，今年在永宁工业园区开建年产6万吨高
性能环保管材加工项目，总占地60亩，总投资
8600万元，将新建生产车间等设施，购置85
条生产线，投产后形成全链条生产体系。

与宁夏鲁航管道科技有限公司同期拿
地、同期开工建设的宁夏卓鼎雅冠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90万立方米防火保温节能

环保加工项目同样进展迅速。该项目占地
77亩，总投资近1亿元，计划新建3座厂房，
采用4条自动化生产线，产品可满足高层建
筑等领域绿色建材需求。目前部分车间基
础施工已完成，预计10月底主体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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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一片繁忙，工
人正进行防尘网铺设、钢结构安装等作业。
项目于3月28日开工，由闽宁两省区联合引
进，投产后可日产反刍饲料400吨，预计年产

值超2亿元。
今年以来，闽宁产业园聚焦低空经济、

教育装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积极
开展招商引资。截至目前，已接洽企业415
家，成功引进福建省大数据集团等42家企业
注册落地，其中20家入驻闽宁产业园，计划
总投资约15.2亿元。目前，已有10家企业摘
取地块11幅，面积约541.8亩，另有9家企业
入驻山海孵化园，订购使用通用厂房12栋，
厂房使用率达75%。

稳增长促发展攻坚年行动稳增长促发展攻坚年行动

评论员宋忠平、美食推荐官“张大侠”等
10余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网络达人化身“溯
源体验官”，带领观众“云游”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区核心地带。从贺兰山下的广

袤葡萄园到现代化的酿造车间、艺术气息
浓厚的酒庄、深居地下的酒窖，“溯源体验
官”们以生动专业的高密度、沉浸式直播
讲解激发消费者对宁夏葡萄酒的兴趣，打

造了全景式的线上体验空间，显著提升了
消费者对宁夏葡萄酒原产地品质的认知
与信任。

据测算，本次线上博览会带动电商平台

宁夏葡萄酒销量同比增长超600%，将宁夏
葡萄酒作为推荐的电商创作者数量同比增
长超50%，经由直播推荐售出精品葡萄酒
数十万瓶。

“举杯贺兰山”线上博览会创出3200万元销售佳绩

银川市第七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工程施工现场。本报记者李鲲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