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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呆萌小牛、滩羊宝宝、丝
路骆驼……在月牙湖乡滨河
家园四村麻编手工坊，这些
造型精美、富有特色的麻编
工艺品都由村民制作，然后
销往国内外市场。

“我们的产品种类丰富，
有杯垫、抱枕、地垫等生活用
品，还有玩偶之类的麻编工
艺品，从手工坊成立到现在，
订单就没断过。”手工坊管理
员虎海霞说，手工坊成立于
2017年，在非遗传承人张璟
的带领下，形成富有特色的
麻编文化品牌，通过传授技
艺、订单制作、收购产品，带
动村民致富增收。

虎海霞自彭阳县搬迁到
月牙湖乡后，从零基础开始
学习麻编，经过几年的钻研，
手艺有了很大提升，如今还
有了新身份，负责管理手工

坊。今年56岁的村民马有
云因车祸导致残疾，要强的
他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主动
学习麻编技艺，现在已经是
熟练工，可以独立接受订单
任务。一针一线，一钩一挑，
村民们靠麻编改变了生活，
同时也为这项非遗技艺注入
了新的生命力。目前日常来
手工坊务工的村民有40余
人，月收入500元至2000元
不等，活计轻松，离家也近，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依托非遗文化项目成立
手工坊、工艺站，帮助农村
群众学习传统技艺，增强致
富的内生动力，兴庆区在推
进非遗与乡村振兴结合、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
探索，让很多村民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

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

增强致富的内生动力 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兴庆区巧打特色“产业牌”激活振兴“新引擎”

近年来，银川经开区各企
业纷纷结合自身发展实际，通
过节能技改、创建绿色工厂等
多种途径，努力让经济发展与
节能降耗实现同频共振。共享
集团率先探索“3D打印、机器
人等创新技术+绿色智能工厂”
的铸造转型升级之路，实现了

无吊车、无模具、无重体力劳
动、无排放、无温差作业；中环
50GW（G12）太阳能级单晶硅
材料智慧工厂项目打造了自主
协同、高效运转的“黑灯工厂”，
实现融合化发展；中节能联合
国网宁夏电力，通过“多能互
补、集成供能、智慧运营”的方

式，为园区企业提供冷、热、水、
电等清洁低碳的能源服务；梦
驼铃物流产业平台鼓励和倡导
平台司机使用新能源车辆，持
续为行业发展增添绿能。

银川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园区通过统筹推进产业经济
协调发展，组织实施节能降碳技

改项目，开展重点用能企业能源
监测和节能诊断工作，加快节能
降碳技术示范应用，大力推进绿
电供应、绿能开发，不断强化企业
用能意识、细化节能管理、深化技
改革新，持续夯实“绿电园区”建
设基础，努力为银川经济绿色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银川经开区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下好能耗双控“大棋局”

今年以来，银川

经开区坚定不移走

好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全面加速能耗

双控进程，新增中

环、隆基乐叶等绿

色工厂4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万元产

值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4.9%，园区工业能

耗强度约为银川市

的1/2、自治区的1/7，

是全区能耗强度最

低的工业园区。

记者闫茜
走进共享铸钢有限公司重型

高端铸钢产品生产基地，记者看到
宽度超2米、高度超3米的大型高
端铸钢件正在生产，企业数字化管
理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生产
区域的噪声、粉尘等监测数值。

“产品采用全流程虚拟制造
技术进行绿色设计，并应用模拟
软件实现三维模型仿真分析，在
降低研发失败风险的同时，也减
少了资源投入和能耗损失。”据
共享铸钢数字化管理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3年，共享铸钢的
万元产值能耗较上年下降
8.3%，较2020年下降38.5%。

作为我国现代铸造行业的
领军企业，共享铸钢始终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紧紧抓住节能降

耗这个“牛鼻子”，通过技术创新
和高效服务，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和核心竞争力，努力为客户提供
更高质量的服务和更具科技含
量的产品，助力企业实现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抓住节能降耗“牛鼻子”

发展与节能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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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肖梦琪文/图

在月牙湖乡海陶北村村
民马晓兰家中，一棵棵果树长
势繁茂，树下毛色鲜亮、体态
匀称的“溜达鸡”成群结伙悠
然觅食。

“我们养的300多只鸡不
喂鸡饲料，只喂玉米和稻糠，果
园中掉落的果子、野草和小虫
子也是很好的饲料，饲养成本
低、鸡的品质还高，每只鸡单价
能卖到100元~120元。”马晓
兰说。

今年是马晓兰加入海陶北
村庭院养鸡项目的第二个年
头。去年月牙湖乡鼓励各村发
展“一村一品”，海陶北村积极
引导农户利用闲置庭院和果园
进行林下养殖“溜达鸡”，马晓
兰一听说此事便第一时间报名
参与。“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养了200只。从庭院设施
改造到鸡苗补贴，从养殖技术
指导再到统一销售，在村里的
帮助下，我家养鸡第一年就赚
了8000元。”马晓兰说。

“去年村里共支持30户农
户养殖‘溜达鸡’5000只，同时
搭建线上线下销售推广平台，
户均增收7000元。今年计划
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带动农户
养殖1万只，预计可帮助50户
低收入家庭户均增收1万元，并
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0万
元。”海陶北村党支部书记马百
柱说。

走进通贵乡河滩村村民冯
小龙的养牛场，一头头肥壮的
牛正在宽敞整洁的牛舍里吃
食，“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

2004年冯小龙从大学毕
业后，看到养殖产业的利好政
策和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毅
然回到老家当起了“牛倌”。
他四处学习养殖经验，加上乡
上经常开展技术培训，农技人
员也时常上门指导，让冯小龙
不仅学到了技术，更在实践中
有所创新。为了降低养牛成
本，他自己种植玉米、黑麦，牛
粪可以用于庄稼育肥，玉米秸
秆和黑麦又可以作为牛饲料，
发展起了循环农业。

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成
熟，冯小龙的养殖规模也逐渐
扩大，从最初的40多头发展到
580头。自己挣了钱，冯小龙
又带动乡亲们共同养牛。他
把自己掌握的养牛本领手把
手教给大家，还帮着选牛种、
搭牛圈，并成立银川联农兴牧
养殖专业合作社，帮助10多名
村民实现就业。

目前，兴庆区正在努力培
育更多的致富带头人，让这些
眼界宽、思路活、见识广的能
人，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带
动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助推乡村不断焕发新的
活力。

庭院经济结硕果

“编织”幸福生活

领着乡亲干
带着乡亲赚

村民们制作麻编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