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里节上
一小区一文化绘就共乐画卷

在富兴街街道花园社区，“一小区一文化”特
色邻里节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奥园小区以“睦邻
联盟”为文化主题，通过家庭才艺展示搭建居民风
采舞台，不仅促进了邻里间的互动，还推动了社企
合作共建和谐社区；美茵湖城小区围绕“睦邻建
设”，在传统节日开展爱国诵读活动，用经典之声
弘扬爱国精神，拉近邻里间的情感距离；逸泉苑小
区秉持“睦邻共享”理念，邀请居民现场写书法、绘
国画，工作人员身着少数民族服饰进行走秀，为各
民族居民交流融合搭建了生动平台。

此外，花园社区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线，创新推出“我们都是石榴籽”品牌，结合社
区文化建设实际，以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为载体，
以“党旗下的幸福花园”为主题，结合辖区10个小
区的不同特色，深入开展“一小区一文化”邻里节
活动。“在这里，不同民族的居民唱歌跳舞在一起、
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绘就了‘共居
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鲜活图景。”花园社
区党委书记王冬梅介绍，除特色活动外，社区还常
态化开展爱心义剪、义诊、手工编织等服务，持续
增进各族群众间的了解与情谊。

近年来，贺兰县大力实施精神相依行动，着力
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累计开
展“我们的节日”活动210余场，举办“邻里节”“百
家宴”“村运会”等特色活动120余场次；培育习岗
镇燎干节、金贵镇花朝节等民俗活动，发展32家
文艺社团，建成7所社区老年大学；通过“公益课
堂”“文艺下乡”等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各族群众心灵，推动各民族在思想、精神与生活方
式上携手共进。

“矛盾在长廊下化解，心与心的距离
在议事中拉近”“花匠手工坊里，大家用毛
线钩织出共同的幸福”“社区邻里节让不
同民族的居民越走越近”……在贺兰县，
多民族居民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了解，在携
手奋斗中凝聚共识，在共享成果中升华情
感，让“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
理念如春风化雨般浸润人心。

去年以来，贺兰县聚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银川市多民族社
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1661”总体思路，
积极探索“六维六嵌”的实践路径。通过
实施党建引领、和谐融居、精神相依、共同
富裕、协同治理、情感交融六大行动，着力
构建各民族共居共学的温馨家园、共建共
享的发展平台、共事共乐的生活场景，持
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
的种子在贺兰大地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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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廊之下 “露天过道”变“家门口会客厅”

走进富兴街街道金河社区祥和家
苑小区，木质长廊宛如纽带串联楼
宇。廊边月季盛放，与廊下织毛衣的
阿姨、对弈的老人、嬉戏的孩童相映成
趣，这里被居民亲切地称作“家门口会
客厅”。然而曾经，它只是雨雪天里令
人发愁的“露天过道”。

“以前长廊光秃秃的，刮风下雨没
处唠嗑，只能闷在家里。”居民王春花
的感慨，道出了小区各族居民的烦心
事。金河社区创新采用“街道统筹+
社区推进+居民参与+物业服务”的模

式，争取专项资金为长廊和凉亭加装
顶棚。改造后，居民自发栽种鲜花装
点“小花圃”，67岁的居民马步祥笑着
说：“种下的是花，换来的是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我们都是受益者。”
如今，长廊既是休闲之所，更成为

露天会议室，物业费协商、矛盾调解等
事务在花香中化解。从“等靠要”到

“齐动手”，从“社区管”到“大家管”，这
条长廊如同一根丝线，串起了多民族
居民共居共乐的烟火日常。金河社区
通过长廊连接民心，用“开花”的角落

凝聚共识，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在大
家心里生根发芽。

近年来，贺兰县深化协同治理行
动，构建“共商共议、多元共治”格局：
健全社区联合党组织，完善“街巷吹
哨，接诉即办”“双报到双服务”机制；
推广“社区好管家”二维码，通过“议事
会”“凉亭会”等引导群众参与治理，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900余件；依托“石榴
籽警务室”“石榴籽调解室”，发展新时
代“塞上枫桥”经验，让各族居民共享
安全和谐的美好生活。

手工坊里 一针一线钩织共融情谊

近日，走进富兴街街道利民社区
的花匠手工坊，屋内陈列着琳琅满目
的毛线钩织工艺品。俏皮可爱的动
物玩偶、栩栩如生的仿真花朵、精巧
别致的装饰锁扣，每一件作品都凝聚
着居民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他们对生
活的热爱。

手工坊汇聚各民族妇女，她们以
钩针为纽带，在一起分享创作、交流
技艺，并在社区搭建的产销平台支持
下实现居家就业。全国最美家庭获
得者何雪红作为手工坊“主心骨”，不
仅传授手艺，更积极传播优良家风。
她说：“大家在这里相互学习，既充实
了退休生活，更让不同民族姐妹的心

紧密相连。”
手工坊外，81岁的退休老党员

王爱华正在社区广场的黑板前书写
新一期板报。有着44年党龄的她，
担任社区网格党支部书记4年间，坚
持手写 100 多期黑板报，内容涵盖
国家大事、民族政策、传统美德与邻
里故事。她还牵头成立“板报奶奶”
宣讲团，让黑板报变身民族团结的

“传声筒”。
利民社区居住着11867人，其中

少数民族1663人。社区以“五微利
民”服务模式，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
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深度互嵌
共融。当何雪红的钩针穿过彩色毛

线，当王爱华的粉笔写下温暖文字，民
族团结的种子已在一针一划间悄然生
根，在贺兰大地生长出枝繁叶茂的共
融之树。

近年来，贺兰县深入实施情感交
融行动，着力构建“以邻为伴，与邻为
善”的社群生态。通过“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组建“红石榴”宣讲队伍；组织

“密密缝”“红马甲”等志愿服务活动，
树立“爱心妈妈”“板报奶奶”等先进典
型；借助“贺兰石榴云”“红石榴直播
间”等平台，让民族团结故事在网络空
间广泛传播，促进各民族在“云端”实
现互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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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武市荣登
2025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百县榜单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近日，全国县域旅游研究课题组与华
夏佰强旅游咨询中心联合发布《全国县域旅游研究报告2025》，
灵武市以亮眼成绩跻身“2025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的100个
县”榜单，位列第10位。据了解，今年1~5月，灵武市累计接待游
客159.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33亿元，文旅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

今年以来，灵武市聚焦“优供给、丰业态”，多举措激活文旅
创新动能。6月28日~29日，“2025水洞沟九点音乐节”在水洞
沟旅游景区成功举办，吸引近5万名乐迷参与。活动首创“门票
即文旅通行证”模式，将音乐演出与本地文化、美食体验深度融
合，不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还带动周边景区客流量激增，实现
音乐节与景区的流量互哺。

在文旅品牌与产品打造上，灵武市持续发力。全年策划跨年
音乐会、社火展演等30余项特色活动，推出“春风十里逛灵州”等9
条精品旅游线路，并深挖“亿万千百”文化IP及长枣、羊绒等特色
资源，打造2025年“文创＋”系列产品，推动文创产业全链条发展。

项目建设方面，灵武市重点推进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览馆、水洞沟国家级研学旅游基地数字科普体验等重点项目，
谋划推进水洞沟考古遗址公园环境整治等文化传承保护利用工
程及景区提升等13个文旅项目，积极申报石沟驿城址文化保护
与传承示范、灵武恐龙地质公园基础设施配套与公共服务提升
等3个专项债项目，形成文旅项目梯次推进的良好局面。

此外，为全面展示文旅资源魅力，深化区域合作，灵武市还出台
“引客入灵”奖补政策，涵盖一日游、过夜游、研学游等9类旅游形式，
最高奖补额度达100万元；启动“乐游灵武”消费促进活动，投放40
万元资金，联动景区、饭店推出满减优惠、联票折扣等举措。结合全
国性赛事活动，各文旅场所同步释放优惠政策，全面激活“吃住行游
购娱”消费链条，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025水洞沟九点音乐节现场。本报记者李鲲鹏摄

闽宁镇

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本报讯（记者 刘嘉怡）近日，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山海有你”

直播人才实训基地，直播间正在进行一场枸杞产品的直播带
货，工作人员双手机同步开播，向屏幕另一端的观众细致讲解
产品亮点。这场直播，正是闽宁镇现代农产品供应链项目的生
动实践。

据悉，该项目由闽宁镇山海有你（宁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申报，已入选银川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第二批支持项目名
单，项目总投资930余万元，规划建设300平方米保鲜库、1700
平方米瓜果蔬菜分拣车间和1000平方米物流打包车间。建成
后，将实现农产品仓储、分拣、运输全流程高效运转，畅通从田间
到市场的流通链条，为县域农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我们盘活原隆村闲置资产，打造生鲜生产供应链基地，设有牛
羊肉精细化分割车间和农产品分拣线。”山海有你（宁夏）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程高升介绍，基地通过收购周边农户活羊，进行
屠宰、分割，并借助电商渠道销售。同时，项目还依托“山海有你”直
播人才实训基地，采用“培训+孵化+运营”全链条模式，为本地培育
农业电商人才，推动枸杞、八宝茶等特色农副产品走向全国。

在完善线下供应链的基础上，闽宁镇持续发力线上销售。
未来，项目将为有创业意向的群体提供场地、货源、直播等资源
支持，进一步壮大电商人才队伍，搭建一体化农产品线上销售平
台，实现供应、制作、销售全流程服务。

近年来，闽宁镇紧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布局葡萄种植、菌草
种植、现代种养业等特色产业，发展劳务经济与电子商务，形成
优势产业集群。如今，从种植、加工到仓储、销售，闽宁镇已构建
起全链条、立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致富之路。

“供应链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打通农产品流通堵点，推动
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闽宁镇相关负责人说。

西夏区2025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举行
44个项目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李阳阳）7月1日，由西夏区委社会工作部、西
夏区委宣传部、西夏区团委联合举办的西夏区2025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在银川市中关村创新中心举行。44个涵盖宣传教育、
应急救援、助老助残等多领域的志愿服务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
现西夏区志愿服务的丰硕成果。“此次大赛充分体现了志愿服务
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也标志着西夏区在推动志愿服务项目
化、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西夏区委社工部副
部长马嘉妮说。

活动现场，各参赛队伍围绕项目实施情况、成效及创新点进
行展示，评委从需求分析、策划执行、社会影响等维度评审，并给
予专业指导。最终，“任”者爱人爱心帮帮团项目摘得桂冠。“这
份荣誉既是认可，更是动力。志愿服务带来双向治愈，未来我们
将链接更多资源，创新服务形式，传递更多温暖。”该项目负责人
王颖说。

据了解，近年来，西夏区以社区为志愿服务主阵地，持续拓
展服务内容、对象与形式，壮大志愿队伍，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通过连续5年举办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已培育出“乐邻
好声音”“八一社区拥军妈妈志愿服务队”等特色品牌，为基层治
理注入新活力。

“本次大赛不仅为各志愿服务队伍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
也为进一步优化项目、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创造了良好契机。”马
嘉妮表示，下一步，西夏区将以此次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为新起
点，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务事业迈向更高水平。

在城市更新浪潮中，兴庆区以闲置资
源盘活为突破口，通过挖掘整合闲置楼宇、
商业空间，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曾长期闲置的沙湖宾馆楼宇，如今
迎来新生。宁夏威盛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通过招标取得原沙湖宾馆所有权，并
将其转化为“喆啡锐品”高端酒店项目，
总投资3300万元，盘活10700平方米楼
宇面积。

走进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
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目前，水电、消
防、空调已安装完成，内装施工有序推进。
为保障项目顺利进行，解放西街街道多次
提供指导与帮助，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办理
手续、跟踪进度、解决困难。值得一提的
是，为留住老银川人的记忆，项目还保留并
升级原来的早餐店，延续老城味道。

占地30万平方米的金茂新能源汽车
生活港，曾是长期闲置的商业资源，如今在
创新理念驱动下，正朝着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聚高地华丽蜕变。项目规划7层空间，
致力于整合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资源，提
供从销售、售后到文化体验的一站式服
务。目前，项目招商成果显著，比亚迪海洋
网、王朝网、一汽大众、方程豹等16家头部
车企品牌已确定入驻并陆续进场装修。“这
里的目标不局限于汽车销售。”金茂新能源

汽车生活港总经理宋华介绍，未来还将举
办汽车文旅演出，引入数字文旅体验中心，
构建“汽车+文旅+科技”融合生态，目标直
指西北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枢纽。

在人工智能产业赛道上，兴庆区也积
极布局，与宁夏众一集团合作，利用闲置的
帕克中心A座场地，打造宁夏人工智能创
新生态产业园。园区规划面积1.1万平方
米，构建集人工智能展示、技术培训实训、
数据标注及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于一体的综
合性产业平台。目前，山西宏盛星辰网络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优钱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已签约入驻，开展数据标注、行业数
据开发应用等业务。为破解人才瓶颈，兴
庆区联动企业走进8所高校招聘，组织乡
镇街道现场招聘，并建设培训基地定向培
养人工智能训练师。

从高端酒店转型，到新能源产业集
聚，再到人工智能布局，兴庆区通过盘活
闲置资源，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目
前，希尔顿惠庭酒店、兰傒谷商务广场等
项目已成功盘活，实现资源增效、产业升
级与就业扩容。

接下来，兴庆区将锚定高质量发展目
标，以更大力度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优化项
目全周期服务体系，以资源盘活与招商引
资“双轮驱动”，激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兴庆区

盘活闲置资产 变“包袱”为“财富”
本报记者 肖梦琪 文/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

居民从家里搬来鲜花栽种，让“小花圃”扮美长廊。

闲置的沙湖宾馆楼宇将转化为“喆啡锐品”酒店项目。

居民展示毛线钩织的精美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