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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近日，随着气温攀
升，灵武市各乡镇田间地头的谷物、水果陆续
迎来丰收季。在农产品集中上市的时节，当
地凭借特色种植养殖技术，不仅保障了群众
收入，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当前，灵武市梧桐树乡沙坝头村2000多
亩露地西红柿进入成熟采收期，种植户们忙
着采摘、装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走进
种植地，绿叶间红绿相间的西红柿饱满圆润，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农户们一早便穿梭于田
垄，熟练地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等工序，搬运
车辆往来穿梭，将新鲜果实及时运出。

“今年我家种了20亩西红柿，已经收了
三茬，每亩收获8500公斤，亩产收入过万
元。”梧桐树乡沙坝头村种植户付春梅喜滋滋
地说。沙坝头村80%的家庭从事蔬菜生产，
主要包括西红柿、辣椒、豆角等品种，其中西
红柿种植规模达2000余亩，每亩产量可达
9000公斤，为村民带来了可观收入。

为助力西红柿销售，沙坝头村设立了集
中代收点，对农户采收的西红柿进行统一收
购，通过本地与外地多渠道分销模式打通市
场，以确保西红柿采摘后能在最短时间内完

成分级、包装、运输，直达销售终端，实现了农
产品与市场的无缝对接。沙坝头村西红柿代
收点负责人杨红斌介绍，四川、湖北等多个省
份已在村里设立收购点，目前每天出货量达
10多万公斤。畅通的销售渠道稳定了农产
品价格，让农民收入得到有效保障。

近日，临河镇二道沟村渔悦湾养殖基地
规模化养殖的优质白鹅迎来首批出栏，生态
鱼塘培育的草鱼同步批量上市。村集体的特
色养殖产业结出硕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
活动能。走进渔悦湾养殖场，成群的白鹅羽
翼洁白油亮、体态健硕，正扑腾着翅膀等待出
栏；不远处的生态鱼塘里，碧波荡漾中，一网
撒下，条条草鱼翻腾跃出，银鳞在阳光下闪着
光泽。工作人员忙着起网、分拣、称重，鲜活
肥美的草鱼很快装满转运箱。

“这些鱼养在活水塘，吃天然饵料，每公
斤能卖18元。”临河镇二道沟村党支部书记
任学锋算起增收账，“首批出栏白鹅2000余
只，预计增收10万元；捕捞草鱼6750公斤，
预计增收45万元，两项合计可为村集体年增
收55万元。”

产业兴旺还带火了家门口就业，基地从养

殖到捕捞常年吸纳村民务工，未来还计划新增
家禽屠宰岗位。如今，灵武市的特色种植养殖

不仅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更成为乡村振
兴的有力支点，让致富路越走越宽广。

税惠红利为制造业企业纾困赋能
本报讯（记者 闫茜）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然

而成本高、融资难等问题常常让企业“负重前行”。7月15
日，记者从银川经开区获悉，近日，银川经开区聚焦科技型
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重点对象，推出

“制造业税惠直达”专项行动，以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
计抵减政策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抵减为重点，切实将政策红
利从纸上落到账上，不断提升园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与
发展动力。

“我们依托上个月数据系统提取的政策享受名单，走访
了宁夏晶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15家制造企业及新能源
重点企业，组建‘税务专家团’，为企业送上‘政策包’并量身
定制政策辅导方案，提供‘一对一’辅导。今年以来，这些企
业累计享受税收优惠已超300万元。”银川经开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他们做好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的精准辅导，避免企业因对政策理解有偏差
而错失优惠。

推出“制造业税惠直达”专项行动、开展“科技税伴”计
划、靶向推送预警提醒……今年，银川经开区以便利办税缴
费、引导合规经营、赋能转型升级为重点，切实推进中小企
业服务月从月延伸到日，推动服务从阶段性转向常态化，让
企业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办税难题，有效激发了中小企业的
发展活力。

银川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关注园区
中小企业发展，通过提升服务能级、优化服务举措，切实让
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及时惠及中小企业，助推园区中小企业
发展动力“不断喷涌”、发展指数“不断回暖”，为园区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银川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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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升级强根基
绿电助企谋发展

据了解，在“绿电小镇”项
目改造中，国网银川供电公司
共投资4600余万元，新增变
压器76台、10千伏环网柜9
台，新增10千伏高压线路4
公里、低压线路60余公里，完
成了闽宁镇电网的全面改造
和升级。

“绿电”不仅服务民生，还
为地方产业发展助力，给用电
量大的企业带来利好。闽宁
镇辖区内的一家建材企业，
2024年前 11个月用电量达
3600多万度，累计电费1900
多万元。“绿电小镇”投运后，
按照宁夏最新政策，用户采用
双边交易机制全部购买使用
绿电，成本将大幅降低。

据永宁县闽宁镇镇长赵
超介绍，“绿电小镇”的建设，
首先解决了电力供应保障问
题，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降低了
工业用电成本。经测算，打造

“绿电小镇”可降低约12%的
工业用电成本，这对工业企业
而言是降本增效的有效手
段。从宏观来看，“绿电”正在
引发整个行业变革，它不仅能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还从根本
上解决了行业耗电量大导致
碳排放多的难题。

如今，闽宁“绿电小镇”区
域 新 能 源 利 用 率 接 近
100%。若消纳本地产生的

“绿电”6.47亿度，每年将节约
标煤超7.95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22.03万吨。

以农业重点项目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刘旭卓

盛夏时节，走进金凤区良田镇光明村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连片温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智能化水肥一体化系
统精准灌溉，工人们正忙着分拣包装新鲜西红柿……这一
派现代农业繁荣景象，是金凤区以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为抓
手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金凤区立足区位优
势，通过科技赋能、产业融合、联农带农等创新举措，让乡村
振兴成果真正惠及群众。

在良田镇光明村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三期项目现
场，18栋温棚已建成，崭新的温棚一字排开，棚内土地平整，
光照、给水等设施安装到位，静待农作物“入住”。该项目总
用地约62亩，含18栋日光温室及基础服务配套工程，总投资
871.99万元。“目前已建设完成，接下来将种植反季节蔬菜，
估算利润可达156万元。”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马玉梅说。

紧邻三期项目西侧的，是光明村已投产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物联网技术正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该产业园的每个
大棚都装有环境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度、湿度、光照等数
据，技术员通过手机APP即可远程调控。“以前种地全凭经
验，现在靠数据说话，产量提高了，水肥用量却减少了。”产
业园一位技术人员说。

在该产业园，所有的工人都是良田镇本地居民，“收
入高的时候，一天能挣近300元。”一位采摘西红柿的村
民说道。

7月15日，丰登镇永丰村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二期）现场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忙着给温棚外墙抹灰。该项
目总投资1179万元，将建成19座现代化日光温室，总建筑
面积达2.08万平方米，预计今年10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
与一、三期联动，打造集观光旅游、种植采摘、渔业养殖、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丰登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镇上通过盘活闲置土地，争取
衔接资金，规划建设了总占地174亩的三期田园综合体项
目。这一项目将推动农业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发展，拓宽
农户增收渠道，提升村集体经济实力。

“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打工有薪金，合作社分红有股
金，一年能挣七八万元呢！”良田镇村民马平细数着自己的

“三金”收入。据了解，农业重点项目建设之初，村里就与引
进企业签订了用工合同，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既能挣钱
又能顾家。同时，农业产业园创新推行“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农业、务工就业、股份
合作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民增收。

金凤区

跨区域合作办学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阳阳）7月16日，西夏区举行跨区域合

作办学签约仪式，西夏区人民政府先后与银川一中、银川二
十一小、银川二十四中、银川市实验小学、银川市第一幼儿
园签订新一轮合作办学协议，这标志着西夏区基础教育优
质均衡迈出更加坚实一步。

此次签约，既是西夏区深入贯彻自治区“两化一振兴”
部署、助力银川科创新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回应群众

“上好学”期盼的民生工程，旨在进一步提升西夏区基础教
育办学水平，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据了解，西夏区2020年、2022年先后引进北方民族大
学附属中学、银川一中、银川市第一幼儿园等6所名校（园）
优质教育资源，以集团化办学为核心，打破壁垒、聚集资源，
持续擦亮优质教育资源品牌，推动教育质量、师资建设、特
色发展与校园文化优化，加快推进教学现代化、教师专业
化、管理科学化，推进集团化办学硬件资源、教育资源、人才
资源、教学科研成果、考评成果的互融互通，形成了“优质资
源下沉、校际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

借助合作办学的优势，西夏区各学校办学成效显著。
学校中考升学率大幅提升，银川市文萃中学在银川市教学
质量监测中成绩稳居西夏区前列，还被推荐为“新优质学校
培育对象”。合作期间，西夏区被托管学校有近60名教师
获得市级以上荣誉。此外，“德育积分卡”、智慧作业、绳韵
课程、“金铃胡麻”劳动教育等一批特色项目落地见效，基本
形成了“名校引领+本土创新”的新样本。

此次签约合作办学协议后，西夏区各学校将抢抓机遇，
深度对标名校，在教师培养、课程共建、文化融合等方面持
续发力，打造“一校一品”新亮点，不断提升办学质效。

西夏区

近日，走进永宁县
闽宁镇，戈壁滩上的一
块块蓝色光伏板熠熠生
辉，巨大的白色风机缓
缓转动，储能电站宛如
“超级充电宝”般静静矗
立。这片土地，正以“24
小时全绿电供应”的实
践，书写着乡村绿色低
碳转型的“闽宁方案”。

不久前，生态环境
部公布2025年绿色低
碳典型案例，《永宁县闽
宁“绿电小镇”示范工
程》成功入选。让我们
走进这片曾经的“干沙
滩”，看新能源如何让它
披绿生金。

绿电过剩有良方 储能调配解难题

在闽宁镇，“绿电”总发电量预计每年可达6亿度左
右，而当前全镇居民生产生活、农业设施及工业的总用
电量约为1.2亿度，“绿电”发电量远超现阶段生产生活
的用电需求。如此巨大的发电量如何“消解”与“调配”，
同时为全镇发展提供最大“贡献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绿电小镇”项目应运而生。

2023年8月，永宁县与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启动
了总投资13.02亿元的“绿电小镇”项目。该项目围
绕“绿色能源、绿色电网、绿色用能”，实施了30项重

点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实现24小时绿电稳定
供应与离网运行，还将让闽宁镇成为全国首个镇域
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首要解决的便是电量“消
解”与“调配”问题。由于光伏与风能发电存在间歇
性，而用电需求却具有全天候持续性，针对这样的
问题，解决方案是建设新型储能电站。据国网永宁
县供电公司副经理王小明介绍，储能电站建成后，
能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目标。

共享储能显威力 储放应急双保障

作为闽宁镇“绿电小镇”的重点规划配套项目，
总投资约2.59 亿元的大唐闽宁共享储能电站于
2024年11月并网投运。它的启用，为“绿电”增添
了“存储空间”，宛如一个“超级充电宝”。

据大唐永宁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洪涛介绍，该储能电站并网运行以来，基本实现一
天一充一放，可满足闽宁镇的调用需求。其一次可
存储电量20万度，按照85%的放电效率，充满后能
供应17万度电，用于补充夜间无光及风电出力不足
的缺口，助力电网削峰填谷、节能增效。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充放电300次以上，年平均
发电量预计达5000万千瓦时，每日电量能满足约
2.4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约3.8万吨。

除了“储存”与“收放”功能，这座新型储能电站
还具备“应急处突”作用。不同于传统的跟网型储
能电站，它是绿电小镇首个具备构网型功能的储能
项目。构网型储能拥有电压和频率的调节功能，当
周边线路出现故障导致大面积失电时，能自发启动
为电网供电，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绿电赋能民生事 幸福指数稳提升

“绿电小镇”通过储能电站、协同控制系统等重
点工程建设，正逐步具备24小时绿电供应能力，进
而推动新能源“发、储、传、用”协调发展。这不仅为
破解当前新能源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借鉴，其建
设也成为闽宁镇乡村振兴的“催化剂”。

在闽宁镇原隆村，通过采用“村集体+企业+农
户”模式建设屋顶光伏，1635户居民每年可获480
元租赁收益，村集体年发电收益超500万元，绿电成
为居民的“增收电”。而在木兰村，村民冬季供热已
用上电暖设备，“绿电”为他们带来了便捷、安全与
实惠。

采访中，木兰村六组村民马忠全告诉记者，以

前烧煤炉子既费事又不干净，现在政府安装的空气
源热泵，直接用电供暖，想调多少度按下按键就
行。村党支部书记何龙则表示，村民冬季供暖更安
全了，没有了煤烟一氧化碳中毒的隐患，而且没了
煤渣、煤灰，村容村貌更整洁了。他们所说的供暖
变化，源于闽宁镇2024年开始实施的冬季清洁取
暖项目。该项目的实施，让家门口的“绿电”发挥出
更大效能，也让“绿电小镇”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多服
务。2024 年通过实施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全镇
3441户老百姓已享受到煤改电的成果。冬季取暖
期间，每天晚上10：00到第二天早晨8：00实行半价
优惠，电价从0.48元每度降至0.24元每度。

灵武市特色农业开启“火红”丰收季

木兰村村民展示新安装的煤改电取暖设备。

闽宁镇光伏项目。

大唐闽宁共享储能电站平稳运行。

▲沙坝头村西红柿喜获丰收。

◀二道沟村渔悦湾养殖基地规模化养殖大白鹅。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李鲲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