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贺兰山兰山下邂逅下邂逅““紫色浪漫紫色浪漫””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马马丽娟丽娟 唐紫宸唐紫宸

夏日傍晚，金色霞光给巍峨的贺兰山
镀上一层金边，晚风轻拂山脚下成片的葡
萄园。举一杯馥郁的葡萄酒，享受山野慢
生活，这是许多外地游客来宁夏寻找的“诗
和远方”。

贺兰山，位于宁夏与内蒙古阿拉善盟
交界处，是我国北方一座重要的山脉。它
与大兴安岭、阴山、祁连山共同构筑了我国
北方天然的地理分界线。

刚刚过去的第五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
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宁夏银川举办，第32届布
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也同期举行。200余
家国内外知名酒庄代表齐聚贺兰山下，340位
国际评委与500余名国内外嘉宾到会参赛，品
鉴美酒佳酿，谋划合作方向。

从银川市中心一路向西从银川市中心一路向西，，驱车不到一驱车不到一
个小时来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图兰朵葡萄个小时来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图兰朵葡萄
酒小镇酒小镇。。这座酒红色的建筑与周边自然景这座酒红色的建筑与周边自然景
观融为一体观融为一体，，安漠酒店观景平台上巨大的安漠酒店观景平台上巨大的
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许多游客在这里悠许多游客在这里悠
闲地喝下午茶闲地喝下午茶。。开张一年来开张一年来，，这里已成为这里已成为
热门热门““打卡地打卡地””。。

“还没进门就看到一大片葡萄园，特别
新鲜。眼前就是贺兰山，心情一下就畅快
了！”第一次来宁夏的北京游客金肖序兴奋
地说，这里的一切都让久居大城市的她有
种“复得返自然”的感受。

安漠酒店的大厅设有葡萄酒品鉴室，
一款款来自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酒庄
名酒陈列其中，游客可在侍酒师的讲解下，

品尝一杯美酒里的“风土”。“我们不仅是一
家酒店，还是葡萄酒生活的提倡者，依托贺
兰山的自然风光，融入葡萄酒文化，为游客
打造一种‘微醺’慢生活。”安漠酒店市场传
讯经理杨盼说。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宁夏将葡
萄酒产业打造成独具特色的“紫色名片”。
经过40余年发展，宁夏酿酒葡萄基地开发
面积超过60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
酒年灌装量1.4亿瓶，成为全国最大的酿酒
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贺兰山东麓也因此声

名鹊起。
不仅是种植酿造，近年来，宁夏大力推

动“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集中打造了图
兰朵葡萄酒小镇、贺兰山宿集、鸽子山葡萄
酒小镇等多个葡萄酒旅游综合体，推出星
空营地、红酒马拉松赛、摇滚音乐节等一批
新业态，丰富葡萄酒消费体验场景，提升产
业综合效益。

夜幕降临，在位于夏木酒庄的游牧
营地里，篝火晚会刚刚开始。“赤霞珠”

“霞多丽”“马瑟兰”……几座以葡萄品

种命名的帐篷客房里亮着微光，人们围
坐在火堆旁，举杯相庆，一边品味葡萄
酒圆润甘甜的口感，一边欣赏浩瀚璀璨
的星空。

酒庄庄主张湃告诉记者，营地虽开
业不到一年，但深受游客欢迎，随着暑期
来临，客房基本满房。游客在这里可参
观酒窖、葡萄园，品鉴葡萄酒和西北特色
美食。“很多人原来不懂葡萄酒，入住后
逐渐了解了葡萄酒文化，成为我们产品
的新客户。”

去年9月，“中国100余家民宿和贺兰
山葡萄酒联合定制计划”正式签约落地，越
来越多高端民宿品牌入驻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产区，通过与酒庄合作，共同开发个性化
民宿和酒庄旅游结合的文旅产品。

“发展酒文旅已经成为从业者的共识
了。”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
任王继斌说，借助宁夏“星星的故乡”文旅
IP，银川市打造“葡萄酒+星空”特色旅游品
牌，为游客创造新奇的旅游体验，推动葡萄
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宁夏2A级以上酒庄有22家，酒
庄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昔日戈壁
滩已“蝶变”为“浪漫生产地”。

漫步在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夏日热
浪拍打在绿意盎然的葡萄叶上，催促着葡
萄的成熟，也酝酿着旅游热潮的到来，静
候游客在“紫色浪漫”中与葡萄醇香撞个
满怀。 新华社银川6月23日电

中央媒体 银川关注

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本报记者李靖摄

枝繁叶茂的宁夏第一槐。资料图片

2025水洞沟九点音乐节将于
6月28日、29日在水洞沟景区激
情开唱。为让乐迷游客畅享音乐
与旅途，本次音乐节与灵武市文
旅深度联动，推出重磅福利：凭音
乐节门票，可免费游览灵武市多
个景区，同时享受指定美食及交
通补贴！让您在千年古城灵武嗨
玩音乐节的同时，轻松乐享多重
优惠，畅游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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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总书记，修复这件器物至少得一年，
总书记感叹‘这个工作不容易！’，勉励我们
发扬慢工出细活的精神，慢慢来，久久为
功，搞成一件是一件。”郭汉中说。

近两年时间过去，总书记的深切期许
在三星堆落地扎根。郭汉中已经带领团队
完成了数百件新出土文物的清理工作。四
川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
等相继在三星堆博物馆挂牌。在约200名
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不懈努力下，已有
4000多件三星堆出土文物得到修复。

习近平总书记察看过的这件青铜神坛

底座也有新进展。作为大型青铜组合器的
一部分，经过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的反复研
究、论证，并结合AI智能计算模拟还原，它
的相对完整形态终于再度展露于世人面前。

念念不忘总书记的嘱托，郭汉中表
示：“正如总书记所说，‘文物保护修复是
一项长期任务’。肩负着还原历史、培养
人才的重任，只要年轻人肯学，我就毫无
保留地教！”

胼手胝足，钩深致远，三星堆考古工作
者的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来处。

在三星堆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陆续

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灰坑、灰沟、石器生
产加工遗迹等400多处，出土陶器、玉器、
石器等4000多件。经过专家判断，这里正
是三星堆玉石器的“生产车间”，比三星堆
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为实证中华文明
的灿烂悠久、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证据。

“看过以后民族自豪感倍增，五千年中
华文明啊，而且更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明
的发现发掘。”在三星堆博物馆，总书记深
情感慨。

这片文明浸润的土地上，探索仍在继
续：六个祭祀坑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有待

修复，新确认的三星堆古城水门、城门、道
路等遗存逐步勾勒古城布局，世界遗产主
题馆、“都广之野”沉浸式空间等新展馆、新
展陈引人入胜……

“总书记对三星堆的关注重视，激励着
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考古工作、更主动地投身
考古事业、更深入地探寻中华文明根脉。”雷
雨说，“我们将保持严谨求实、艰苦奋斗，不
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继续做好考古成果
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努力让三星堆讲
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知和理解中
华文明。” 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

“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明的发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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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家属压力 优化医疗服务

宁医大总院推出“无陪护病房”
本报讯（记者 沈亚婷）记者6月23日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以下简称“宁医大总院”）获悉，为缓解家属陪护压力，优化医疗服
务供给，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政策，该院在全区
率先推出了“无陪护病房”。

据介绍，“无陪护病房”分为“无陪护”与“一床一陪护”两种形
式。所谓“无陪护”，是指根据患者及家属意愿，由医疗护理员陪
护。医疗护理员经过了正规培训，可为患者提供一对一或一对多
的生活照护服务，内容覆盖饮食、排泄、清洁等方面，实现“无家属
陪护”或“家属陪而不护”，从而大大减轻家属的陪护负担。“一床
一陪护”则限定家属陪护人数，陪护的家属需凭陪护证进入病区，
其他家属于16：00~19：00有序探视，兼顾亲情陪伴与病区管理。

据悉，目前宁医大总院首批已培养约40名医疗护理员，在
该院泌尿外科、老年医学科、神经内科一病区进行试点推广，
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护服务。

“‘无陪护病房’有两大特点，一是家属自愿，二是灵活。从我
们在前期做的大量调研结果来看，患者家属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与家属从外面请的护工不同，医疗护理员经过专业培训，且我院对
医疗护理员实行小组管理制，让医生、护士、医疗护理员组成一个
医疗小组，各司其职，规范协同为患者服务。”宁医大总院护理部主
任芦鸿雁说。

目前，宁医大总院已就“无陪护病房”构建了全流程服务体
系，从入院评估、手续办理，到医疗护理员匹配、质量监督，依托
护士主导、服务公司协同机制保障照护质量。同时，明确服务范
围与收费标准，让患者享专业照护、家属减负担，以实际行动改
善患者体验，提升医疗护理品质，为区域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提供
实践样本 。

今年上半年

“银川好房”售出26.38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记者昨日从银川市住建局获悉，今年上

半年，“大美银川·宜居湖城”好房子展销活动相继在银川、宁东、陕
西定边、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等地举办19场次，累计销售房屋1976
套、总面积26.38万平方米，发放补贴资金2918万元，有力促进了
我市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在售出的1976套住房当中，以120平方米至140平方米的改
善型住房为主，改善型需求得到有效释放。”据银川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改善型小区根据完整社区的理念，周边的餐饮、医疗、
无障碍设施、安全设施等都有所提升，同时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智
能、安全等因素，群众的期盼已经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好居”转
变，“好房子”也成为在售楼盘主打的销售卖点。随着我市“五八”
强首府战略的持续推进，高品质区域中心城市、创新发展高地等优
势得到体现，推动了银川市居住环境的持续提升，“居住在银川”的
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据统计，一季度我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8.1%，结束了连
续42个月的销售负增长态势。1~4月份，全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同
比增长4%；1~5月份，全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6%。本报讯（记者 吴昊王希政）记者昨日

获悉，历经10个月的科学修复与精心养
护，承载245年历史的“宁夏第一槐”主体
修复工程近日完工。这株见证银川沧桑
的“绿色活化石”，在贺兰山滚钟口景区老
君堂门前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去年8月10日凌晨，一场罕见的10
级大风导致这棵珍贵的古树两根重要侧
枝断裂。作为银川市001号古树，也是全
市唯一树龄超过200年的古树名木，“宁
夏第一槐”的伤情牵动人心，银川市银西
生态防护林管护中心迅速开展紧急修复。

“宁夏第一槐”目前高约8米，胸围
约 1.5 米，冠幅约 9 米。修复团队采用
激光扫描、地质雷达探测等先进技术，
对古树内部结构及地下根系进行了全

方位精准“体检”，最深处探测到了地下
1.98米处，精准定位了其病灶及根系分
布。针对其长期遭受的雷击、风蚀、树
洞腐朽及长势失衡等问题，专家团队量
身定制了修复方案。

团队围绕古树建造了一个特制的复
壮池，科学配比土壤基质，并铺设透气管
网系统，为根部精准输送营养与生根粉等
药剂。修复过程注重恢复树木与周边环
境的生态平衡，重建健康生长根基。

据最新统计，银川市现存古树名木
10507株，我市已全面落实建档立案、挂牌
保护及年度生长追踪等精细化管护措施。
这株245岁古槐的成功修复，成为银川乃
至宁夏科学保护古树名木、传承生态文化
的重要见证。

历经10个月精心修复

宁夏第一槐
重焕新生

车上的固废过磅后，形成精准档案被送到
企业的原料储藏区域。

车上的固废叫粉煤灰，来自一墙之隔
的宁夏电投银川热电有限公司，如果处置
不当，会严重污染环境。但经过宁夏中盛
建材智能化生产场景的改造，曾经的废弃
物摇身一变，成为推动新型环保建材产业
迅速发展的关键资源。

6月22日上午8时30分，宁夏中盛建
材的智能工厂内，中控室的大屏幕上实时
跳动着生产数据。操作员马明福刚完成交
接班，系统便发出预警：“石灰仓库存已达
临界值。”他迅速通知管理人员补仓，同时

监测到罐内石灰出现沉淀，随即轻点鼠标，
启动自动复位程序，问题迎刃而解。

今年4月，刚毕业的马明福应聘成为浇
筑操作员。入职前，他想象这份工作会是

“脏、苦、累、险”的代名词，没想到这座5G+
智能工厂彻底颠覆了他对传统制造业的刻
板印象。“过去老师傅靠经验，现在大数据
说了算，科技让生产变得更智能，我们的工
作也更轻松高效，短短两个月我就轻车熟
路了。”马明福感慨道。

马明福在浇筑环节的操作优化，只是这
场智能化升级的冰山一角。宁夏中盛建材
将线下的实体生产线和云端的“虚拟工厂”

有机结合，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展示设
备运行、产品加工等关键生产数据，与企业
的生产执行系统衔接，管理人员可以获得生
产、库存和市场订单等相关数据，实现更高
效的资源配置和智能化的运营管理。

宁夏中盛建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秀琴
介绍，过去，板材生产受限于固定模具规
格、人工排产效率，难以快速响应小批量定
制订单，通过数智转型，借助“模块化产线+
智能排产”系统，实现了产线快速切换，产
能利用率可提升15%~20%。同时，数智化
的标准化流程及工艺柔性配置，让粉煤灰
掺量提升10%，工艺标准化率从60%提升

至90%，在更大限度上提升了固废利用率。
由点到线、聚线成面、汇面成体，银川

市将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按照“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梯度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目前，银
川市创新构建“阶梯式”培育体系，已有73
家工业企业入选基础级智能工厂培育库，
为后续培育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下
坚实基础。同时，通过建立"政企联动、部
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各县（市）区、园区
资源，为企业提供从政策解读到技术落地
的全流程服务，有效激发企业智能化转型
动能，推动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看智能工厂里的能效加减法

上接01版
委托12家专业施工队伍参与抢险，落实抢险人员521人、机械设备
216台套，并组建了由56位水利行业技术专家构成的水旱灾害防
御专家组，为抢险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针对防洪短板，今年市水务局争取440万元水毁修复资金，实
施水洞沟水毁修复工程，对张家窑、横山堡、水洞沟3座淤地坝以及
清水营水库、头道湾骨干坝的水毁坝体进行全面清理和修缮，保障
河道行洪通畅。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险情。针对重要天气报告和
水情预警信息及时组织会商研判，科学部署防御措施，确保信息直
达防汛抗洪一线。加强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实行限期整改，对
在防汛工作中行动迟缓、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的单位，将下发提
示函督促整改，对造成不良后果的，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

同时，我市还将加强舆论引导，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
播、宣传栏等多种形式普及水旱灾害防御常识，切实提升公众防灾
避灾意识和能力。

我市全面织密防汛安全网

上接01版

“宁夏第一槐”

高约8米

胸围约1.5米

冠幅约9米

是全市唯一树龄超过

200年的古树名木

银川市现存古树名木

10507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