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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开展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吴春霖）7月2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为

促进全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自治区水利厅联合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在宁夏全域开展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专项行动，通过集中整治
水利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全力推进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排查整治水资源管理领域的未经批
准取水或未按批准条件取水行为；河湖库管理保护领域的未经批
准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未按许可要求采砂的各类非法采
砂行为；水土保持领域生产建设项目存在的“未批先建”“未批先
变”“未批先弃”“未验先投”问题；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领域的欺
行霸市、强揽工程、强迫交易；防洪安全领域的在黄河、湖泊、水库、
渠道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物体，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
全等违法行为。

针对排查发现的违法问题线索，水利部门将依法及时查处整
改，实行动态“清零”机制，并在水行政执法统计直报系统及时更新
案件进展。自治区水利厅及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将对影响重大的
违法案件挂牌督办；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将由自治区
水利厅会同自治区检察院联合挂牌督办查处。

自治区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托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
讼协同平台，强化与检察机关的协同联动，聚焦水资源管理、河湖
管理、水土保持、水利建设运行、防洪安全等重点领域集中整治，推
动黄河大保护大治理落地见效。

闽宁协作带来沧桑巨变

福建学子实地感悟“山海情深”
本报讯（记者 刘嘉怡）近日，由永宁县

团委与闽江学院联合举办的2025年“七彩
假期”志愿服务项目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在闽宁镇启动。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
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深入永宁县，实地探访
闽宁协作29年来的辉煌成就，感悟这片土地
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

队员们首先走进闽宁新貌展示中心。
珍贵的史料与实物无声诉说着那段感人的
奋斗历程。为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
方人”的困境，宁夏南部山区群众在政府组
织下实施“吊庄移民”，迁至银川近郊的玉
泉营。1997年，闽宁两省区共同决策，在

此实施对口扶贫协作，建立移民示范
区——闽宁村（后发展为闽宁镇），一场跨
越2000多公里、历时二十余载的“山海协
作”就此拉开大幕。

展厅内，林月婵、林占熺、李丹等福建
援宁干部专家的名字熠熠生辉。他们与当
地干群同心戮力，将汗水与智慧播撒在这
片土地上，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特色农
业，让昔日的“干沙滩”逐渐焕发生机。“这
不仅是发展史，更是无数闽宁人用青春热
血谱写的奋斗史诗。”当队员们看到西海固
人民曾居住的低矮土坯房模型与今日闽宁
镇的繁华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时，无不深受

震撼。
在胜利乡胜利村，队员们切身感受了

闽宁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特色
农业“大观桥仙桃”采摘园里，即将成熟上
市的桃子挂满枝头；高标准苗木温棚里，各
类植物长势旺盛……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为当地群众铺就了家门口的增收路。一个
不起眼的小磨面坊，仅2024年就为村集体
增收44.7万元。

“以前别人评价胜利村‘差’，心里难
受，就决定自己干。”胜利村党支部书记谢
新宁感慨万千，“初期虽有阻力，但通过不
懈努力发展集体经济，村民看到了希望，支

持度越来越高，返乡发展的人也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胜利村也成了乡里数一数二的村
子。”从常住人口不足200人、连自来水都
匮乏的落后村，到屡获殊荣的文明村，胜利
村实现了产业兴旺、收入提升、生活富足的
华丽转身。

活动中，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学
子们积极用镜头记录下闽宁镇和胜利村的
发展新貌。队员们纷纷表示，此行将书本
上的历史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现实，他们希
望通过专业视角，讲好闽宁协作跨越山海
的深情厚谊，生动展现两省区在推动乡村
振兴路上的动人故事。

本报讯（记者 肖梦琪）7月5日，兴庆区兰
傒谷商务广场化身音乐海洋，“不象艺术音乐
节”在此燃情开唱，数千名观众随着旋律高歌
欢舞，现场洋溢着热烈而自由的氛围。这场由
兴庆区政府精心策划的音乐盛会，创新融合音
乐演出、特色美食、商圈促销与文旅优惠，探索
全域消费联动新路径。

活动现场，苏阳乐队以激昂的演奏点燃
夜空，椿乐队献上充满特色的曲目，引发乐迷
阵阵合唱，声浪响彻全场。舞台周边，三十余
个美食摊位香气四溢，为观众带来丰富的味
蕾享受。

为让市民游客尽享实惠，兴庆区推出系列

惠民政策：持音乐节票根可在多个文旅项目享
受优惠——在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感受历史沉
淀，于黄河外滩国家湿地公园亲近自然，去鸣翠
湖观赏白鹭翩跹，或到薰衣草庄园邂逅音乐浪
漫。此外，辖区亚朵等7家酒店也为游客提供
专属住宿优惠，让消费热潮随音乐持续升温。

这场集视听享受、美食体验、消费升级于
一体的创新实践，是兴庆区推进文商旅深度融
合的生动缩影。秉持“以商塑旅、以旅彰文”理
念，兴庆区着力擦亮“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
点”消费品牌。未来，兴庆区将继续以演艺产
业为抓手，持续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为
区域经济不断注入新活力。

兴庆区持续打造消费新场景

本报讯（记者 刘旭卓）7月4日晚，金凤区
“悦享金凤·活力夏购”促消费活动在悠阅城正
式启动。

活动期间，金凤区人民政府联合阅彩集
团，将通过银联云闪付平台发放“悦享金凤·活
力夏购”2025年金凤区政府消费券，推出包括
9.9元“膨胀券”、9.9元“葱花卡”等在内的系列
优惠，真金白银惠及消费者。7月4日至6日，
悠阅城还将同步举办超载都市能量派对、

“2025银川创造力动漫嘉年华”、“裳行天下”
汉服模特大赛及国风巡游、民谣集周年庆粉丝
音乐节等丰富活动。

“金凤区坚持政策引领、活动驱动、平台支
撑，投入超500万元促消费资金，构建‘悦享金
凤’品牌矩阵，大力支持商业综合体提质升
级。”金凤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负责人表示，今
年以来，金凤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扩
内需、促消费安排部署，锚定打造“首府高端消
费核心区”目标，将激活消费引擎、优化商业环
境作为重中之重。未来，金凤区将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支持商业载体创新，深化“悦享金凤”
品牌内涵，精心策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全力锻
造“首府高端消费聚集区”金名片，不断提升

“消费在金凤”的品牌影响力。

金凤区政策加码拓展消费增量 银川“好房子”引领居住理念持续升级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近日，2024年银川“好房子”评选结果

揭晓，花语轩北区、玉庭华府、泰云庭、西悦府、建发南泊湾（二期）、
万科翡翠湖望·观璟、巨力云都荟·云启等12个住宅项目获评“好
房子”称号。

“好房子”有哪些亮点？记者探访了获奖样板项目——建发南
泊湾（二期）。该项目首先在公共区域实现品质跃升：以“会呼吸的
园林”为理念，打造满足全龄段活动需求的社区空间；注重归家仪
式感，社区中心入口提供酒店式礼遇，浪漫下沉庭院融合立体绿意
与水景，地上地下双精装大堂营造高档氛围。在入户体验上，项目
通过四重细节提升舒适度：一键式室内照明控制便捷省心；部分户
型超3米层高带来开阔视野；一体化空间设计增强家庭互动；人性
化厨卫布局贴合日常习惯，为居者营造自在生活。

“此次评选汇聚了建筑设计、园林规划、电气、绿色建筑等多领
域专家，从安全性、耐久性、环境性、经济性四个维度，对各县（市）
区住建部门推荐的22个竣工项目进行了全面考量。”银川市房地
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评选标志着银川居住理念的系统
性升级，参评项目在建筑质量、环境营造、智能配套等方面均有显
著提升，新建小区尤其注重结构安全、绿化规划与智能设施，部分
项目在居住舒适度和智慧家居功能上实现突破，为银川未来打造

“好房子”提供了清晰指引。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本报记者宋志书摄

全区单体面积最大的玻璃温室在贺兰开建
本报讯（记者 梁小雨 田鑫）连日来，

在贺兰县金贵镇江南新村北侧，贺兰县国
有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20万平方米
智能连栋玻璃温室项目正加紧建设。该项
目是宁夏单体面积最大的玻璃温室，预计
明年3月投产。

从空中俯瞰，施工现场基坑林立，车辆
穿梭、工人忙碌。据介绍，该项目规划分三
期建设，一期投资2.715亿元，占地492.81
亩，将新建10万平方米智能连栋玻璃温室
及1.2万平方米育苗中心、能源中心等配套

设施，于6月11日开工，建设期1年，目前
基础施工已完成约20%，预计8月初开始
进行主体搭建及材料安装。

宁夏全境海拔超过1000米，被农业农
村部确定为黄土高原夏秋冷凉蔬菜和冬季
设施农业生产优势区，银川则是核心区
域。近年来，银川市锚定产业升级、农民增
收、市场保供目标，强化政策与科技支撑，
全力打造设施农业新高地。如今，智能温
控大棚、无人运输车、作物生长监测仪等

“新农具”已成为田间的新风景。

“当前，我们正积极推广设施环境自动
调控、智能物流运输和作物生长信息监测
等关键技术装备在生产中的应用。”市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市围绕乡
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目标战略，持续深耕
产业升级、设施提升、农产品增值等重点领
域，全力推动涉农项目谋划和建设。贺兰
县20万平方米智能连栋玻璃温室建设项
目作为本年度农业重点建设项目，将进一
步推动智慧农业的规模化发展。

“我们要建的不仅是温室，更是一座智慧

农业的超级工厂。”据项目施工负责人介绍，
一期工程将引入荷兰尖端农业技术，打造集
气候控制系统、智能化水肥系统、自动化种植
流水线、物联网溯源平台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综合体。未来，10万平方米的玻璃穹顶下，标
准化无土栽培架将如梯田般层叠延展，新鲜
采摘的串收番茄可通过自动化物流系统在园
区完成分拣包装。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区单
体面积最大的玻璃温室，助推当地设施农业
取得新突破，预计年可收获串收番茄3000
吨，产值6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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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年技术积累，我们成功推出无钴化正极材料，使锂电
池成本降低20%至30%，同时电池寿命显著提升2至3倍，为制造
加工长续航动力锂电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宁夏汉尧石
墨烯储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胡伟介绍，这种无钴化
正极材料名为富锂锰基，广泛应用于液态锂离子电池，目前公司已
与宁德时代、比亚迪、天津力神、鹏辉能源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
成合作。

汉尧是全球首家建成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产线并实现批量化
生产的企业，已成功推出多系列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产品。“富锂
锰基材料作为适配固态电池的理想正极材料，具有高能量密度、
高安全性、低成本和良好循环稳定性等优势，是下一代锂离子电
池最具潜力的正极材料之一。”胡伟强调。

作为新能源领域的标杆企业，宁夏汉尧石墨烯储能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已带动形成“原材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回收利
用”的全产业闭环。银川经开区也以此为契机，积极吸引设备
制造、储能系统、消费电子及电动工具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自
去年绿电园区试点落地银川经开区以来，宁国运灵武100万千
瓦光伏复合项目直接为园区部分企业提供低价绿电，使得生产
电池材料的综合电费降低20%以上。

“我们正依托绿电降本与政策赋能，着力构建‘资源-绿电-产
业-市场’四维协同体系，探索实现从材料端到电池制造，再到储
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闭环。这也标志着园区正式启动了具备核心
技术、成本优势和低碳竞争力的‘下一代电池产业生态圈’的打
造。”银川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说。

银川“风光”正好“绿能”澎湃

治沙30余年的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场正高级
林业工程师唐希明站在沙丘上，激动得热泪盈
眶：“这是我们几代人接力完成的壮举！”

腾格里沙漠横跨蒙甘宁三省区，是我国沙尘
暴西北路径的主要通道和重要策源区。从高空俯
瞰，扼守着祁连山与贺兰山“两山夹沙”关键节点
的中卫市，是腾格里沙漠向东扩张的唯一出口。

受西北强风影响，腾格里沙漠以每年4到5
米的速度向东南侵袭，吞没农田、掩埋道路、侵蚀
黄河……20世纪50年代，流动沙丘的前锋逼近
中卫市城西5公里处，在当地留下“沙丘移动埋
村庄，平沙万里绝人烟”的顺口溜。

“天整个是黑的，在路上走着的人，得赶紧趴
在地上，不然就被风卷走了。”沙坡头区黑林村村
民李雪琴对30年前刮沙尘暴的情景，记忆深刻。

将肆虐的“黄龙”锁住，是当地群众最迫切的
期盼。

1956年，为保障我国首条沙漠铁路“包兰铁
路”顺利建成，全国首个专业性治沙林场“中卫固
沙林场”成立。1978年，党中央作出实施“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重大决策，一场跨世纪的
沙海鏖战打响，地处全国防沙治沙前沿阵线的中
卫，开展了人与风沙的艰苦搏斗。

早上5点半出门，午餐半口干粮就着半口
沙，一直干到日落沙海；握着铁锹、弓着腰，每个
一米见方的草方格，大概要踩实二十脚……一代

代治沙人几十年如一日，不惧严寒酷暑，不畏漫

天黄沙，硬生生用这样的“针脚”给流沙“锁边”，

将沙漠逼退25公里。

“中卫是连接西北和华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也是‘西气东输’的战略通道，特殊的区位决定了

我们必须要锁边。”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场场长田

小武说，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打响两年来，中卫

以沙漠“锁定”为目标，攻坚固沙锁边带最后26.5

公里的缺口，“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治理速度和成

效都超过了以往。”

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三北工程研究院院

长卢琦表示：“沙漠锁边能有效减缓风沙侵蚀，降

低沙尘暴的沙尘来源。这条固沙锁边带的建成，

在黄河上游筑起了一道重要生态屏障。”

科学治沙辟新路

治沙要先固沙。“大漠风尘日色昏”，道尽沙

海暴烈。风沙如刀，植绿何其艰难，刚栽下的树

苗，一场风沙就能使其“全军覆没”。

1955年，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

站在中卫建立，探索治沙办法。无数次失败后，

举世轰动的“麦草方格”诞生。

用铁锹将干草扎进沙里，地面保留15到20

厘米自然竖立，这一米见方的草方格看似简单，

但寸草可遮丈风。桀骜不驯的流动沙丘被牢牢

钉住，其间草木渐次繁荣，绿意从斑驳连成一片。
而如今，“治沙魔方”已有了“升级款”。

“看，这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和我们团队共同研发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唐
希明指着沙地上一条条瓶刷状草绳说，这些都是机
械编织的，不用扎进地里，刮风时沙子在草方格里
打转，自然就将四周草绳固定了，“这叫借风使力！”

唐希明说，传统草方格2到3年就会风化，草
木还没长起来，就得重新扎，而新研发的草方格
使用寿命为6年，工作效率还提高了60%，在锁
边工程中已示范推广了4000多亩。

记者发现，部分草方格里的沙漠呈现出淡淡
的灰绿色，用手摸上去并不松软。中国科学院沙
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副站长赵洋介绍，这是人工
蓝藻结皮，团队从天然蓝藻结皮中筛选出优势荒
漠蓝藻种，人工扩繁后，与基质混合制成接种体，
分割成薄片撒在草方格里，蓝藻遇水就会“复活”。

生物土壤结皮如同“沙漠皮肤”，对沙面固
定、沙化土地功能恢复、荒漠生态系统物种多样
性维持等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然形成至少要10
年，我们经过近20年研究，把这一周期缩短到了
两年左右，在攻坚战中推广应用了3600亩。目
前看，这些藻类适应良好。”赵洋说。

科技成果“上新”，机械装备“上阵”。植保无
人机、沙障铺设机、电动植苗器等多种机械设备
应用到攻坚战中，助力绿色版图加速延展。

黑林村“90后”小伙郑剑超，从小看着父辈肩扛

草捆徒步进沙漠，如今他成了一名“飞手”，熟练地操

作无人机，将物资吊运至沙漠腹地。“这款无人机能

吊起90公斤的东西，飞2公里远，省时省力。我们

年轻人要发挥知识优势，把治沙事业接着干下去。”

善用沙利向绿行

春风吹度，黄沙退却处，绿洲新生时。

治沙害，用沙利。铺开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宁夏腾格里沙漠全面锁定行动布局图可以看到，

除了通过工程固沙、退化林修复等措施治理沙漠

以外，中卫市还规划了“光伏治沙示范区”“林果

增收样板区”“沙漠旅游度假区”等示范工程。

在林草带包围中，一片黄沙专门被留下来发

展旅游。近几年来，星星酒店、沙漠宿集、野奢帐

篷等一批创意文旅项目在此落地，价格不菲却备

受热捧，成为宁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在去年7月刚开业的Tengol沙漠度假酒店

里，仿古村落的建筑群坐落于黄沙之中。“我们有

100多间客房，去年半年营收3500万元，客户大

部分来自北上广、川渝等地区，7月马上迎来旺

季。”酒店总经理黄敏说。

推门见沙海，夜卧观星河。当漫天风沙的威

胁远去，沙漠的荒凉却不期然成为游客追寻的

“诗与远方”。去年，中卫市接待游客1850万人

次，游客旅游消费110亿元，双双增长20%以上。
金沙海外，成千上万片光伏板组成“靛蓝海

洋”。6月底，我国首条输送“沙戈荒”新能源为
主的电力通道“宁电入湘”工程正式投产运行，宁
夏每年将向湖南输送电量360亿千瓦时，其中部
分“绿电”就来自腾格里沙漠。

通过“板上发电+板下植绿”的方式，宁夏已
在腾格里沙漠完成光伏治沙14.5万亩。人们印
象中的“无用之地”，正凭借富集的“风光”资源释
放巨大能量，借助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重塑
我国能源供应格局。

“宁夏围绕治与用，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科学发展沙产业，努力用沙之利、以沙生金，
再反哺治沙。”宁夏林草局副局长王自新说，利用
沙区独特的光、热等资源，宁夏发展枸杞、苹果等
特色产业，截至去年底，全区特色经济林种植面
积达254.5万亩，产值达36.2亿元。

从最初包兰铁路两侧共800米宽的防风阻
沙带，到如今百余公里长、数十公里宽的生态长
廊，这是几代治沙人坚持60多年，用“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所创造的绿色奇迹。

7月，宁夏迎来雨季。完成草方格固沙后，
工人们开始抢墒播撒草籽，栽种耐旱的沙生灌
木。“锁边只是阶段性胜利，治沙如滚石上山，接
下来还要管理好，持续巩固提升，让这道绿色屏
障更牢固。”唐希明说。新华社银川7月5日电

绿缨缚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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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名市民到场观看演唱会，现场气氛热烈。本报记者肖梦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