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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
永宁县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丰富群众菜篮子 绽放民族团结幸福花
记者刘嘉怡文/图

发展供外蔬菜带动增收致富、创新管理模式让各族群众亲如一家、儿
童之家搭建青少年交往交融交流平台……近年来，永宁县聚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高端蔬菜产品需求的广阔市
场，深入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绘制出一幅“民富、村美、业兴”新画卷。

供外蔬菜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在供外蔬菜
基地务工的梁大姐一早就已经忙了起来，
手起菜落，一排排叶绿脆嫩的菜心整齐码
进箱子。采摘、包装、装车、运输……这些
新鲜的蔬菜当天即可从永宁运往外地，走向
消费者的餐桌。

近年来，永宁县按照“夏菜南下，冬菜北
上”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供外蔬菜产业链发
展。截至目前，供外蔬菜基地流转土地面积
5.83万亩，发展供外蔬菜基地34个，种植面积

达到23.49万亩。供外蔬菜产业也带动了大
批务工人员来此就业，蔬菜基地年带动就业
9000余人，月平均工资0.45万元，培育出一把
农业“金钥匙”，助力各族群众打开“致富门”。

同时，永宁县在供外蔬菜基地建设了冷
库及仓储分拣集散中心，打造形成水肥一
体化灌溉技术为主的综合高效节水灌溉示
范区，通过科技赋能标准化生产、节水增效
等方式重点打造本地特色品牌，推动产业
做大做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创新管理 提供精细化暖心服务

每年3月，近8000名来自贵州、云南、
四川等地的菜农就如同“候鸟”一样来到
永宁，开启数月的种菜旅程，直到11月再
返程。在永宁这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县，大家来了就是一家人。针对外来务
工人员身处异乡的现状，永宁县创新群众
工作方法，提供精细化暖心服务。

李俊镇许桥中心村摸索出了“农村流
动人口许桥管理模式”，采用“一格多能、一格
多员、一员多用”的新型管理模式，因地制宜
打造了志愿者之家、积分超市、家风家训文化
长廊、综合活动室、日间照料室、老年饭桌、雷

锋文化展览馆、农耕文化村史馆、图书角9个
功能室，通过组织外来务工人员“走亲戚”，邀
请务工人员及孩子们吃“家宴”、观看文艺演出
等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当地百姓
亲如一家，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望洪镇针对供外蔬菜基地特点，专项成立
供外蔬菜基地矛盾纠纷调解室，着力化解土地
流转、损害赔偿、劳务等方面纠纷，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累计专项排查40余次，
调解涉供外蔬菜企业及个人各类矛盾纠纷24
件，开展普法宣传70次，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
45000余册，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幸福感、安全感。

儿童之家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务工期间，各地菜农在供外蔬菜基地田间地头
作业，无人照看孩子对务工人员来说是最大的难
题。对此，永宁县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和
青少年夯基育苗工程，以“快乐一个儿童、温馨一个
家庭、温暖一个村落”为目标，打造了以“村妇联执
委+志愿者+老师+大学生”为管理模式的儿童之
家，与当地幼儿园资源共享，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生
活、兴趣培养、心理健康等多种关爱服务活动，解决
家长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

儿童之家每周开展一个小活动，每月开展一次
大活动，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让各族青
少年在交往交流中扣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
一粒扣子。

本报讯（记者 吴春霖）为促进中小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连日来，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
电局紧紧围绕任务目标，狠抓工作落实，优化
工作机制，确保“双减”工作落实落细。

在专项行动中，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
局对培训场所的安全性能、疏散楼梯、安全通
道、应急指示灯和疏散标志、消防器材等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排查，采取“一项目一清单”的方式
现场指正并下发整改通知书，杜绝安全隐患，并
参与联合执法检查，通过“日查+夜查”等形式
严防严查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
类培训的行为，强化部门联动，提升治理效能。

为规范培训行为，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
电局督促指导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依法依
规经营，在醒目位置公示机构营业执照、办学

许可证、课程计划、教师资质、收费标准等信
息，确保机构信息公开透明。将机构纳入“全
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学生
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APP”签订合同购课，
实现对缴费资金的银行监管。

此外，西夏区还要求各培训机构印发张贴
“关于校外培训风险致家长的一封信”，公开举
报渠道，引导家长审慎选择校外培训机构，自
觉抵制违规学科类培训。同时规范培训机构
的安全责任制度、应急预案等文件性内容，建
立隐患排查台账，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各校外
培训机构安全、规范经营。并开展校外培训治
理工作推进会，向机构负责人讲解相关政策内
容，利用家长群进行宣传，有效提高校外培训
安全意识及培训服务水平。

西夏区持续开展校外培训治理行动

本报讯（记者李鲲鹏）5月24日，灵武市崇兴
镇第三届桑葚文化大集主题系列活动如期开集，
现场人头攒动，来往游客拥满了古村的小巷道。

当天，各村开展“品桑葚 树新风”文艺演出
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节目营造践行移风易
俗的浓厚氛围，传播文明理念，树立文明新
风。崇兴镇还举办了乡村振兴宣讲大使选
拔赛，20 多名青年干部立足崇兴镇经济发
展，围绕韩渠村大寨子开心农场、龙徐滩村
大青葡萄、郭碱滩村水蜜桃等特色产业，积极
开展宣讲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桑葚文化大集不仅为市民游客们提供了
体验农家生活、品尝美食的活动，也展示了崇
兴镇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旅游富民工作的丰硕
成果。据悉，今年的桑葚文化大集还将开展美
丽乡村观光旅游活动，游客可采摘各种特色瓜
果，体验灵州枣啤、大寨子手工八宝茶、枸杞、
桑葚干等特色农产品。

近年来，灵武崇兴镇依托40余棵近百年古
桑树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业，将
百年桑园全力打造成集游览观光、桑葚种植采
摘、特色中医馆、特色农家小院为一体的特色产
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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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对校外培
训机构进行检查。

记者吴春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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