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上奏响塞上奏响
丰丰收乐章收乐章
7 月 15 日，在贺兰县立岗

镇星光村，农机正忙着收获
小麦。

在星光村的田野上，农机
轰鸣作响，穿梭在麦浪之间，
颗粒饱满的小麦被源源不断
地脱粒装车，农民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李靖摄

申遗申遗·圆梦

西夏陵网络热度持续攀升
本报讯（记者 鲍淑玲）记者7月16日从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获悉，随着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宁夏走
进了全国乃至全球视野，持续登上各大热榜头条。申遗成
功当日，相关话题占据抖音全国热榜首位，视频播放量近
1 亿次，“西夏陵及西夏陵申遗成功”抖音话题传播量超
5000万次，网络热度持续攀升。

在网络的加持下，宁夏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
地。7月14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抢抓
机遇，在抖音平台发起“总有理由爱上神奇宁夏”“宁夏是一首
未写完的史诗”话题，吸引网络红人、名家大V通过短视频助
力宁夏文旅出圈。话题上线仅一天，全平台浏览量突破1600
万次，一度冲上了全国“种草榜”，与此前推出的“这么拍那么
飒假期到宁夏”“神奇宁夏等你来拍”话题形成网络传播矩阵，
总播放量突破1亿次。

“清如一”“九万里”“神鸟刘玉”等拥有千万级粉丝的20
多名博主，组成“宁夏星推官”矩阵，深入宁夏各地进行线下
采风，用镜头捕捉传递宁夏文旅的独特魅力。抖音博主
Ahua创作的短视频《北纬三十七度，这是塞上江南独有的
浪漫》，单条点赞量突破17万次，评论区互动热烈，网友发
出了“原来宁夏的美可以这么震撼”的赞叹。抖音博主“九
万里”以西夏陵文物为故事起点，从博主与文物的呼应视角
展开创作，角度独特、内容丰富，获12.9万人次点赞，在评论
区引发热烈讨论，展现了“神奇宁夏”的魅力所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宁夏行”
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西夏陵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7月15日，“‘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宁夏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西夏陵，部分省（区市）党委讲
师团和“学习强国”22家省级学习平台相关负责人及编辑记
者踏入这片土地，透过一件件文物，探寻多民族交融的悠久
历史。

“之前就听说过西夏陵，这次带着好奇心来宁夏，开启
一场历史探寻之旅。”“学习强国”吉林省平台负责人吕瑞东
说，众多珍贵的历史实物，让他认识到西夏陵在世界文明史
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将多加宣传，让更多人认识西
夏陵。“采访中处处能看到西夏陵留存的唐宋印记。”“学习
强国”河南省平台负责人赵红说，观察西夏陵建筑遗址，可
见其均采用中原地区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充分印证了
我国各民族水乳交融历史的源远流长。

“学习强国”各省市平台的记者、编辑纷纷表示，将借助
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契机，加大对其宣传力度，让更
多人深入了解多姿多彩的中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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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尼日利亚前总统布哈里逝世
向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致唁电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
日利亚前总统布哈里逝世向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致唁电，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布哈里亲属、向尼日利亚
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布哈里前总统是尼日利亚重要领导人，致力于

探索符合尼日利亚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国家团结进步作出卓越
贡献，在国际社会享有威望。他生前坚持对华友好，积极促进中
尼友谊和中非友好合作。他的逝世是尼日利亚人民的巨大损
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
展，愿同尼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产业项目多维聚力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吴春霖

今年以来，银川市坚持产业为先、项目
为王，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精准谋划实施项
目，全力推动资金向产业聚拢、项目向发展
聚力、效益向群众聚焦，培育壮大乡村特色
产业，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有效拓宽群
众稳定增收渠道，努力把惠民生、暖民心、顺
民意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为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强劲动能。在银川大地上，一个个独具
特色的乡村产业正蓬勃兴起，成为激活乡
土、富裕农民的新引擎。

设施农业铺就致富“快车道”

夏日时节，走进永宁县望远镇政权村，
只见30栋温室大棚整齐排列，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大棚里芹菜、西红柿等各类蔬菜长势
喜人，村民正在进行管护，一片忙碌景象。

今年以来，政权村积极争取衔接资金
1000余万元，在85.35亩的土地上规划建设
30栋温室大棚。“该项目以最快速度、最短时
间建成，将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为乡村全面
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政权村党支部书记高
万军介绍，自2月20日开工以来，项目通过
倒排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建设进度，历
经4个月紧张施工，6月20日顺利完工。“此

次新建的大棚采用钢架结构，具备良好的保
温、抗风性能，棚内还配备储水箱、棚膜升降
机等现代化设施，有效优化了设施农业的生
产条件。”高万军介绍，目前30栋温棚当中
21栋由村民承包，9栋由村集体运营，预计能
吸纳60余名劳动力就近务工，年产值可达
160万元，让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升。

村民王生国种植蔬菜大棚已经有17年，
看着新棚里的棚膜自动升降机，他眼里满是
兴奋：“以前给大棚通风得踩着梯子爬上爬
下，夏天全身都是汗，冬天能把手冻僵。现
在按下按钮，就能升降棚膜，太方便了！”在
他承包的5栋温室大棚里，西红柿枝蔓已经
高至20厘米。“新棚保温性好、抗风性强，我
心里踏实多了。”王生国说。

从最初的土坯墙大棚再到如今的现代

化钢架棚，种植规模也从1栋小棚扩大到现

在的5栋标准棚，王生国见证了温棚的升级

换代，也见证了种植方式的转变。“以前种棚

靠经验，现在靠技术。村里请了农技专家来

指导，教我们科学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只要
好好干，日子肯定越来越红火！”王生国望着
连片的大棚，语气里满是干劲。

从“土棚子”到“钢架棚”，从“看天吃饭”
到“知天而作”，一个个现代化温室大棚不仅
承载着村民的增收希望，更勾勒出乡村全面
振兴的清晰路径——以产业升级激活土地
潜力，让农民在自家田地上种出“好日子”，
让乡村在发展中焕发新活力。

蔬菜产业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在贺兰山脚下，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沃
野正悄然铺展，这里是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
道同庄村蔬菜基地，一望无际的菜田长势喜
人，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鲜嫩的蔬菜，一片
收获的美好图景。

2024年，同庄村流转4500多亩土地，引
入宁夏西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菜
心等优质冷凉蔬菜。2025年，同庄村蔬菜基
地二期建设完工，新建2500亩种植区，配套
喷灌设施、保鲜库和分拣中心，预计新增45
个就业岗位。未来，这里将形成“种植-加
工-冷链物流”全产业链模式，通过“企业+合
作社+农户”模式，带动450人稳定就业。“蔬
菜基地全面推行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配备喷
灌管网，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确保蔬菜品
质稳定。在这里，一年可种3至4茬蔬菜，现

在正采收第一茬，预计产量可达83.3万公
斤。”基地负责人贾建新说。

从田间到舌尖，同庄村蔬菜的“高效供
应链”已成亮点，现采现发、30分钟锁鲜、直
供商超。同庄村党支部书记贾小飞高兴地
说：“村党支部牵头监管、企业运营、村民入
股分红，这种模式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
鼓了村民的‘钱袋子’。”

“蔬菜产业是街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要抓手。”贺兰山西路街道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支持辖区各村的农业现代
化升级，通过蔬菜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为
乡村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在金凤区良田镇光明村现代农业产业
融合示范园三期项目现场，18栋日光温棚的
主体已经建成等待验收。该项目总用地面
积约62亩，建设内容包含18栋日光温棚和
基础配套。“项目总投资约872万元，计划种

植青皮西红柿、小青瓜等蔬菜，预计年利润

可达300万元，带动 350余名村民就近务
工。”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马玉梅说。

近年来，光明村借助“良田种苗”这一金
字招牌，着力在发展农业产业链上做文章，通
过统筹落实项目资金，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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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特色“清凉游”带火夏日消费
本报记者鲍淑玲

连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部分地区
气温创历史同期新高，凉爽舒适的避暑游成
为市民出行“刚需”。银川凭借独特文旅资
源，以多元避暑游供给点燃夏日消费激情，
让八方来客在塞上湖城的清凉与欢乐中感
受别样的夏日魅力。

纳凉上新 景区夏夜焕新颜

夏日炎炎，银川文旅市场依旧“热辣滚
烫”，各大景区纷纷推出全新纳凉玩法，让游
客在夏夜中静享清凉，收获独特体验。

镇北堡西部影城开启夜游模式，让游客
充分体验影城的日与夜。白天，游客可探访
《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片的拍摄场
景，感受影视文化的独特魅力；夜晚，光影交
织下的影城更具韵味，让人流连忘返。

贺兰山脚下的兰一生态园，在夏日里提
供清凉与欢乐的盛宴。这里有企业团建的热
血协作、毕业礼的温情回忆，还有星空下的烧
烤露营、夜游乐园的梦幻光影，更有泼水节、
泡泡秀等多种玩法，让游客在自然与人文的

碰撞中留下难忘记忆。为满足游客需求，兰
一生态园暑期营业时间延长至21时，开启

“白+黑”狂欢模式，让欢乐持续更久。
7月18日至20日，水洞沟烟花奇幻夜首

秀精彩上演。璀璨烟花绽放在湖城夜空，古
老长城与史前遗址披上流动光影，一场跨越
时空的奇幻之旅就此展开。此次烟花秀以

“洞藏古今，夜探星河”为脉络，由来自湖南
浏阳的专业团队匠心设计。高空盛放的“七

彩祥云”主焰火致敬《大话西游》经典意象，

压轴的“烽火变花火”主题焰火将边塞烽火
台化作漫天华彩，融入飘着宁夏蒿草香味的

“香草篇章”，打造视觉与嗅觉的双重沉浸体

验。此外，巨型史前生物灯组、明长城光影

装置重现“灵韵古今”；打铁花团队变身“原

始先民”，在长城脚下演绎文明进化；定制的

“心愿捕梦网”装置，让游客写下的心愿随烟

花升空。

7月12日至8月31日，宁夏农旅产业园

开启千灯之夜，成为“奇幻避暑花园”，18℃
的清凉秘境搭配多种玩法，让游客告别黏腻

夏夜。夜幕下，F馆奇幻雨林和G馆花艺秘
境化身夜间“制冷神器”，游客乘皮筏穿行雨
林漂流河道，盘根错节的巨树垂下发光的藤
蔓，水雾裹挟凉风扑面，体感瞬间直降5℃。
库洛米公主、马里奥兄弟等NPC与游客滑稽
互动，古彩戏法、快乐杂耍带来别样欢乐。夜
幕降临，夜游演艺拉开序幕，焰火飞碟吊着杂
技舞者缓缓飞起，科技与国潮碰撞出精彩火
花；杂技大棚内，银川艺术剧院精心打造的大
型杂技秀《寻秀·奇幻之旅》震撼上演。

夜游银川 璀璨灯火中享清凉

炎热夏日，避暑成了市民出行的首要选
择，这也为坐拥得天独厚旅游资源的塞上湖
城带来了机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以

“凉”资源焕活“热”经济。当夕阳西下，银川
的夏夜在灯火璀璨中苏醒，多元夜游形态解
锁夏日清凉新体验。

阅海湖畔，晚风裹挟着民谣，成为银川
夏夜最动人的旋律。每周五、周六晚，“夜
色民谣夜”准时开唱，歌手们怀抱吉他在湖

畔浅吟低唱。游客或在草坪席地而坐，或
漫步于湖岸栈道，伴着粼粼波光与轻柔湖
风，沉浸在音乐世界中。正如市民李乐所

说：“吹着湖风听民谣，白天的燥热和疲惫

都消散了。”

览山公园以独特浪漫气质，成为观赏城

市夜景的绝佳打卡地。白日里，这里的体验
互动项目深受年轻人青睐；夜幕降临，“幻梦
览山·电音民谣狂欢夜——梦田音乐派对”
点燃激情。黄昏时分，览山光影艺术、落日
大合唱精彩呈现，无人机在夜空中绘就星
轨、银瀑、流星雨，葡萄美酒与极光粒子交相
辉映，带来震撼视听盛宴。

漫葡·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升级

至 2.0 版本，将夜游体验推向新高度。演

艺时长从4小时延长至7小时不间断，历

史场景、非遗技艺与当代艺术深度融合。

《丝路贺兰》《凤求凰》《山河人家》《侠客

行》等实景演艺重现丝路商埠的繁华盛景，

驼铃阵阵，商队穿梭，让游客仿佛“一步穿
越千年”。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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