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身研学打卡地 让中医药文化浸润童心

“我们想在农村孩子身边打造一个研学基
地，让他们从小接触中医知识。”王兰洲说，目前
园子村村卫生室的“中医药传统文化展馆”反响
良好，已成为乡村孩子的研学基地。

该展馆虽面积不大却“五脏俱全”，设有中
医药文化发展史展墙、中草药标本展架、中医穴
位展台等，涵盖中草药标本、中医古书、中药炮
制工艺等板块。6月26日，秦海俊通过图文展
示和生动讲解，为同学们普及中医知识，内容包
括中医理论基础、发展历程等，让孩子们对这一
古老医学体系有了初步认识。

“原来野菊花和菊花不一样啊。”在中药材认
知环节，孩子们饶有兴致地观察标本，听村医介绍
药材的名称、功效和用途。他们亲手触摸、闻嗅部
分药材，直观感受其独特之处。看到形状各异的

人参，孩子们纷纷惊叹，表现出对药草的浓厚兴
趣。秦海俊还介绍了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中
药材，让孩子们了解到中医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在中医治疗室，秦海俊讲解艾灸原理和操
作方法，指导孩子们亲手操作。当温热的艾条
靠近穴位，孩子们既新奇又兴奋。问诊台前，孩
子们排着队伸出小手让村医把脉，秦海俊耐心
讲解如何通过脉象判断身体状况，孩子们虽不
能完全理解，却都认真感受着脉搏跳动，对中医
独特诊断方式充满好奇。

“黑黑的何首乌像石头，晒干的玫瑰花很
香，最有趣的是针灸，看到一位爷爷背上扎着好
多细针像小刺猬，他却笑眯眯的。”金凤区第三
十八小学三年级学生惠千金笑着说，中医太神
奇了，以后也要多学习中医。

织密乡村健康网 家门口享便捷中医服务

“目前，良田镇下辖的10个村卫生室中，已
建成‘中医阁’9家，创建率达90%，确保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中医治疗服务。”良田镇
卫生院副院长王兰洲介绍。园子村卫生室“中
医阁”是良田镇卫生院今年投入7万元全新打
造的，占地面积近400平方米，设有中医诊室、
康复理疗室、中医药传统文化展馆等功能科
室。这几天处于“淡季”，每天仍有20多人前来
做针灸、艾灸、拔罐等中医治疗，最忙时就诊人
数能翻一倍。

以村卫生室为前沿阵地，良田镇构建起覆
盖全镇的优质中医服务网络，极大满足了居民
的中医需求。泾龙村村医于万成深有感触：“来
看病的村民多患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等
常见病，中医治疗效果好、价格低，还不用往城

里跑，所以就诊的人特别多。”6月26日，泾龙
村村卫生室就有五六个居民正在就诊。

依托村卫生室，金凤区推出的家庭签约服
务也给居民带来极大便利。于万成不久前就上
门为一位村民更换了导尿管。“老人做过手术，
若没有家庭签约服务，他每次都得坐公交车去
永宁县人民医院更换，现在我们村医不但可以
直接上门，而且收费低，特别方便。”

如今，金凤区村卫生室中医阁配备了中频治
疗仪、电子针灸仪、火罐、艾灸仪等现代化医疗设
备，广泛开展针灸、推拿、拔罐、刮痧、艾灸等适宜技
术。同时，金凤区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村医参加
专业培训。兴源村村医张艳说，从自治区到银川
市，再到金凤区、良田镇，每年都有不少培训，帮助
他们学习最新中医诊疗技术，更好地服务居民。

西夏区

聚焦“青年经济”促消费 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本报讯（记者 李阳阳）“今年以来，为持续

释放消费潜力，我们坚持以扩容内需为引擎，
聚焦‘青年经济’发展动能，开展了2025年青年
消费季促消费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

‘爱尚西夏区・暖冬消费季’、这‘YOUNG’西
夏・‘FUN’肆嗨购等系列活动50场次，消费格
局实现新拓展。”7月8日，西夏区商务和投资
促进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西夏区坐拥10多所高校，密集的高校资源
为发展“青年经济”奠定了基础。以今年举办
的这“YOUNG”西夏・“FUN”肆嗨购系列活动
为例，通过青春西夏嗨购季、青春之约旅行季、

青春赋能创新季、青春助力加油季、青春西夏
特惠季五大板块，以多元场景、创新玩法与惠
民政策，精准激活青年消费潜力。

此外，依托节假日与消费旺季，西夏区进一
步创新消费场景。“五一”“端午”及“6・18”期
间，推出西夏区Citywalk地图，重点标注怀远
观光夜市、南华时光街、新百宁阳广场、西夏万
达等核心商圈，推荐老字号餐饮、网红小吃等优
质商户50余家；联合心岸、Aakery、喜点狮等首
店、新店推出折扣活动，带动小长假及消费旺季
客流、销售额“双提升”。其中“6・18”期间，辖
区重点商贸企业客流量达90万人次，销售额

达2000万元。
在推出特色促销活动的同时，西夏区联

动电商、文旅拓宽消费路径。一方面，联合银
川电商直播基地开展“我在西夏区带好货”
2025直播电商季活动，推动直播电商与特色
产业融合，实现电商赋能、企业提效、产销衔
接增收；另一方面，借势“红花郎・爱尚银川
2025演唱会”热度，联动餐饮、住宿、零售企
业推出主题营销，凭演唱会门票可享景区门
票打折、住宿优惠、停车免费等政策，促进商
文旅互促引流。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区充分发挥政府消费

券乘数效应，联合企业投入226.39万元，发放
消费券8.5万张，直接带动消费3300万元；抢
抓以旧换新政策机遇，联合新百电器、京东家
电等企业，开展消费品进机关、社区、校园活动
30余场次，辖区255家商户参与国补，核销家
电、手机以旧换新13961笔，落实补贴815.82
万元，带动消费5097.8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增强消费核心
吸引力，持续擦亮‘青年消费季’‘夜逛西夏区’
等消费品牌，进一步完善系列促消费活动内
容，持续刺激消费市场潜力。”西夏区商务和投
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说。

2025年7月10日 星期四
责编/钱莉 编辑/马强 美编/朱佳妮 校对/宋辉 马飞 03 要闻·县区

物质帮扶+心灵滋养
多维呵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今年4月，8岁的小诺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灵武市民政局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联合鲤想教育培训有
限公司的社工与志愿者，专程来到小诺家为她庆
生。当小诺放学推开家门，暖光洒满餐桌，社工
们举着“生日快乐”灯牌，桌上摆放着草莓蛋糕和
爷爷奶奶准备的水果，这份惊喜让她又惊又喜。

志愿者为小诺戴上生日帽，大家一同唱起生
日歌。仪式后，社工引导小诺与爷爷奶奶合作完
成手指拓印画，看着3人的手印定格在彩纸上，
小诺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是灵武市民政局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百人庆生计划”的一个缩
影——通过购买服务，为百名困境儿童定制生日
仪式，提前征集微心愿，用灯牌、歌声等细节营造
专属仪式感。

同样得到关怀的还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贝
贝。因父母是聋哑人，家庭互动较单一，贝贝性
格孤僻且有焦虑情绪，手指有明显啃咬伤痕。
社工发现她喜爱画画后，协助她参与“情绪小画
家”活动，老师以绘画为载体开展心理疗愈。同
时，社工指导贝贝父母通过手语、书写、绘画加
强亲子沟通，还链接学校资源建立家校沟通机
制。服务测评显示，贝贝焦虑得分下降45%，自
我认同感显著增强，亲子关系明显改善。

为全面呵护困境儿童，灵武市民政局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通过购买服务开展心理量表测
试。对存在焦虑、抑郁等问题的儿童，安排心理
咨询师介入，结合家庭和孩子特点制定专属疗愈
计划，传授情绪调节等技巧，并将服务延伸至监
护人，帮助其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促进困境儿童
人格全面发展。

今年上半年，灵武市已为173名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养育津贴123.36万元，新增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16人。目前，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及低保家庭儿童的医保补贴政策实现全覆
盖，教育资助政策也做到应享尽享。此外，灵武市
民政局正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推进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升级改造与实体化运行，搭建多维儿童
关爱平台，引入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法律援
助、教育培训等资源，拓展服务内容，推动儿童在
社会融入、教育支持、家庭养育等方面均衡发展，
实现从“物质救助”到“全面成长”的提质升级。

灵武市

6月以来，在位于贺兰县常信乡的宁夏
兴耘田农业产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采收
工人正忙碌地采摘刚成熟的西蓝花。连片的
西蓝花在晨露里泛着油绿，球形花簇被青白
叶片托举着，像无数颗裹着霜的翡翠圆顶。
采收工人弓着腰穿行在垄间，胶鞋踩过湿润
的泥土发出“噗嗤”声，手中的弯刀贴着花茎
斜切下去，“咔嚓”脆响里，带着露水的西蓝花
便落入腰间的网兜。

不远处，田埂上停放着运输车，刚采摘的
西蓝花堆成小山，工人麻利地分拣装筐。这
些新鲜采收的西蓝花将快速被运往宁夏兴耘
田农业产业有限公司的冷链中心，在这里，蔬
菜将被进一步分拣包装，然后进入冷库预冷
10小时。

“预冷后，这些蔬菜将搭乘航班从银川飞
往迪拜，这些达到出口标准的西蓝花形状规
整、紧凑，无杂色，重量都在400克至500克
之间。”该企业负责人魏新民介绍，目前出口
迪拜的蔬菜有菜心、芥蓝、菠菜、上海青、西蓝
花等20余个品种，每周经过采收、预冷、分
拣、包装后再“打飞的”去迪拜。

不仅是田间地头的生机，宁夏贺兰工

业园区的生产线同样涌动着国际化浪潮。
今年5月15日，位于贺兰工业园区的宁夏
塞尚乳业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声货车鸣
笛划破长空——装载着首单浓缩牛奶蛋白
（MPC70）的货运车辆从银川启程，经天津
港驶向中东市场。这不仅是塞尚乳业高端
乳原料出口的破冰之旅，更标志着中国在
全球高端乳原料供应链中，彻底扭转了长
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高端乳制品出口
从无到有的跨越。

浓缩牛奶蛋白（MPC70）是国际通用的
高附加值乳品原料，广泛应用于奶酪、蛋白
棒、代餐粉、功能性饮料等健康食品领域。
此前长达数十年间，中国市场对该类高端
乳原料的需求始终依赖进口，而塞尚乳业
通过持续数年的技术攻坚，成为国内唯一
掌握浓缩牛奶蛋白（MPC70）规模化生产技
术的企业。此次出口的MPC70产品蛋白
质含量达70%，加工特性稳定，产品质量达
国际标准。塞尚乳业董事长闫建国表示：

“这是中国乳业从‘跟跑’到‘并跑’的关键
一步。我们将以技术创新持续赋能全球健
康食品产业。”

近年来，贺兰县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
任务，抢抓“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等战略机遇，深耕产业发展、拓展海
外市场，葡萄酒、冷凉蔬菜、淡水鱼类等优
质农产品畅销中东地区，同时二甲双胍、一
水肌酸、泰乐菌素等工业产品也进入欧洲、
东南亚等国市场。这些“隐形冠军”企业构
成的出口矩阵，不仅带动贺兰农业及工业
产品叩开国际市场大门，更推动贺兰县形
成了“农业种植—精深加工—跨境贸易”的
完整产业链。数据印证着“贺兰制造”的全
球影响力：2024 年，全县进出口贸易总额
11.86亿元，其中出口总额11.39亿元，占比
高达96%。越来越多的贺兰制造代表宁夏
走出了国门、走向了全球，得到了国内外消
费者的认可和好评。

宁夏贺兰工业园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立足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区位优势，
加大园区创新型企业培育力度，优化贸易营
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鼓励支持
企业拓展国外市场，重点对接中东、中亚、南
美等新兴市场，使园区更多的企业产品走出
宁夏、走向国际市场。

深化东西部人才协作
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源”
本报讯（记者 刘嘉怡）搭建人才交流互通平

台、引进“专家服务团”出谋划策、构建人才供需
精准对接体系……近年来，永宁县全力推进“才
聚宁夏1134行动”与“人才兴市战略”，依托闽宁
两地精心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推动闽宁两地人
才协作实现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

“我们坚持以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依托闽
宁两地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东西协作。自2022
年以来，永宁县已先后选派131名乡村振兴人
才赴福建厦门市交流学习，通过短期培训、跟班
研学等形式提升能力。”永宁县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其中75名党政人才和“两个带头人”
参加短期培训，围绕数字经济、区域经济转型、
优化营商环境、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核心内容，
接受理论授课与现场教学，开阔了视野、转变了
观念；另有49名教育、医疗、农业领域的专业技
术人才通过跟班研学，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理
念与技术，为跨地区、跨行业领域的交流互学架
起桥梁。“今年我们还将继续选派30名专业技
术人才赴厦门研修，为乡村振兴筑牢人才与智
力支撑。”该负责人说。

同时，永宁县持续引入“专家服务团”开展专
项服务，通过“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闽宁镇
活动”，先后迎来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立医院、福
建省旅游发展集团等单位的11位专家，涵盖产业
策划、乡村规划、文旅融合、医疗卫生等重点领
域。专家团队深入闽宁镇的村庄、企业、医院等一
线，以实地调研、项目指导、专题讲座、示范教学等
方式，开展“一对一、面对面”的精准服务，为闽宁
镇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近年来，永宁县着力构建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体系，打造了驻厦门市劳务工作站。该工作站以
岗位信息互通、企业需求调研为核心，通过加强
与厦门当地企业的紧密合作，及时掌握企业用工
需求，深化跨省就业与技能培训联动，推动东西
部人才供需实现精准匹配。

永宁县还创新推出“送技能到家门口”模式，
针对乡村旅游、露营营地等文旅行业开展专项培
训，陆续组织了挖掘机操作员实操培训、养老护
理员培训班等，通过“培训+就业”的服务，实现了

“结业即就业”的目标。截至目前，已完成职业技
能培训799人次，既有效提升了劳动力的就业竞
争力，又为企业定向培养了所需人才，进一步拓
宽了闽宁两地劳务协作的广度与深度。

永宁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
们将以闽宁产业园为实体化合作载体，系统构建

‘需求导向－精准输送－产才融合’的常态化人
才交流机制。通过建立‘数字化人才图谱’和‘项
目化跟踪评估’双轮驱动机制，推动人才互通从
规模扩张向质量跃迁跨越，为闽宁协作高质量发
展注入持久动能。”永宁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

永宁县

贺兰县

金凤区 从健康守护到文化启蒙

良田镇“中医阁”点亮乡村生活
本报记者刘旭卓文/图

▲村医为孩子们讲解中医知识。

蔬菜上天
乳原料出海

多多品类产品打开国际市场
本报记者梁小雨文/图

塞尚乳业推出多款乳制品产品。

工人在分拣筛选西蓝花。

“这个是野菊花”“这个是蝎
子”“我最喜欢的是针灸”……近
日，在金凤区良田镇园子村卫生
室“中医阁”，金凤区第三十八小
学三年级（2）班的小学生看着“中
医药传统文化展馆”里的陈设，像
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站在一旁
的村医秦海俊笑着看孩子们好奇
地这瞅瞅、那瞧瞧。

自从今年4月该卫生室建成
“中医药传统文化展馆”，秦海俊
已经接待了 8次这样的参观科
普，如今，小小的村卫生室“中医
阁”不仅打通了中医药服务村民
的“最后一公里”，也成为乡村孩
子的研学基地，让中医药文化在
乡村落地生根。

▶学生们沉浸式体验针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