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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宁夏区委会呼吁保障健康信息安全获答复让宁夏特色农产品品质更优质量更高
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我区农产品质量建设建言获答复

本报记者 陈 敏

农产品质量建设，一头关乎农民增收，一头系着万家餐桌。
宁夏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水美鱼肥稻谷飘香自古有之，结合我区资源禀赋，自治区政协十一届

三次会议上，自治区政协委员何晓勇、王红艳、潘瑜围绕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健全质量监管体系建设等
方面积极建言献策。这些提案得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办理，对委员提出的相关建议认真采纳
落实，就提案办理情况进行答复。

农业标准化在推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挥
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卖产品’不如‘定标准’，这是
流传在企业经营管理界的一句‘名
言’。”自治区政协委员何晓勇说，我
区特色农产品在营销管理、质量标
准、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体系建设
标准不系统、不规范的问题，既影响
了品牌的美誉度，也影响了特色农产
品的价格和市场份额，亟待建立宁夏
特色农产品相关标准体系。建议在
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基础上，
对标安全、绿色、有机的要求，建立
宁夏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标准体
系，确保“走出去”的特色农产品，在
口感、质量和品质上达到全国优良的
标准。

近年来，我区紧紧围绕优质粮
食、现代畜牧、瓜菜、枸杞、酿酒葡萄
等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完善农业标准
化制度，加强农业标准制修订工作，
基本形成了涵盖种植、畜牧、水产等
主要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
程的农业标准体系。

答复介绍，截至今年 9 月，我区
已发布实施农业地方标准 760 项，建
设了国家级绿色食品标准化（原料）
生产基地 13 个、国家级有机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基地 2 个，自治区绿色
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16 个、有机农
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8 个，创建国
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00 个、中国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6 个，认证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
等 特 色 优 质 农 产 品 累 计 达 到 393
个。下一步，将着力构建我区现代
农业产业 体 系、生 产 体 系、经 营 体
系 ，加 快 推 进 特 色 产 业 布 局 区 域
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
产业化。

不断完善农业标准化制度

如何把我区优质特色农产品打造
成“宁夏品牌”“区域名片”，让宁夏更
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委员们认为需
要有完善的市场营销管理体系和人才
培养支撑体系。

针对这些建议，我区持续做强 13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做大 30 个知
名农业企业品牌、做优 40 个特色优质
农产品品牌。围绕“讲好宁夏农产品
品牌故事 ”，加强盐池滩羊、中宁枸
杞、中卫硒砂瓜、西吉马铃薯、宁夏牛
奶、固原黄牛、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等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充分发挥新媒介

优势，在央视、宁夏卫视等媒体播出
品牌宣传片，在高速公路、机场以及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公交车
开展“乡味宁夏”品牌宣传，办好全国
特色农产品经销商、知名媒体宁夏行
活动，提升宁夏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开发完善“乡味宁夏”“ e 点菜到家”等
微信公众号，支持建设宁夏特色优质
农产品外销中心（窗口）、“互联网+农
产 品 ”出 村 进 城 ，采 取 区 内 外联动、

“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式，促进农产
品产销对接。

在人才培养方面，进一步加强农

民培训基础条件建设，组织开展全区
高素质农民培训示范基地、农民田间
学校、自治区级农民培训示范基地建
设复核认定。规范提升农民培训工
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高素质农民培
训工作的实施方案（2020-2025）》，探
索线上线下培训融合发展模式。组织
实施“三百三千”农业科技推广行动，
围绕“五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区、
市、县（区）技术服务组织，对标服务主
体和服务科技示范基地，加大各类人
员培训，为特色农产品发展提供人才
队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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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医养服务中心看书。

爱心志愿者为老年人义务理发。

重阳节时，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准备了糕点。

专业社工入户慰问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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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稳固农产品品质

委员们认为，让我区农产品通过质
量保障赢得市场，还需建立政策扶持体
系，建立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清单，通
过集中扶持，让在外宁商、本地农产品
种养殖及深加工企业能够走出去、站稳
脚、有发展，拉动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等
建议。

针对这些建议，答复介绍，近年
来，我区积极争取农业农村部和自治区
财政的支持，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重点聚焦发展优质粮食、奶牛、酿酒葡
萄、肉牛、滩羊、瓜菜等产业，在政策创

设和资金支持上加大力度。
针对我区特色农产品结构，对优质

粮食重点支持大米龙头企业带动产业
融合发展集中种植新品种；支持发展麦
后复种大豆、马铃薯三级繁育体系和中
南部山区建设集中连片马铃薯一级种
薯繁育基地。奶产业重点支持在奶牛
规模养殖场推广性控繁殖技术；支持建
设标准化牧场，配套智能化设施设备、
管理平台；支持乳品加工企业拓展婴幼
儿配方奶粉、奶酪黄油等附加值较高的
高端乳制品。酿酒葡萄产业重点支持

建设集中连片的酿酒葡萄标准化基地、
低产低效葡萄园改造提升。肉牛产业
重点推广家庭经营“50”模式，支持建设
养殖示范村，推进肉牛“见犊补母”政
策，实施肉牛良种补贴。滩羊产业重点
推广滩羊养殖“300”模式，支持建设标
准化家庭牧场、滩羊养殖示范村，促进
滩羊基础母羊扩群增量。瓜菜产业重
点支持规模种植新品的产业大县，支持
发展设施农业、老旧日光温室改造升
级、建设蔬菜现代集配中心，开展全国
蔬菜经销商走进宁夏活动。

做强优质产品营销和人才两大支撑

作为重要的民生话题，养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自治区政协委员聚焦
养老问题，先后提交《关于促进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提案》《关于全社会建立自力养
老互助服务系统的建议》《关于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的提案》等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养
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委员们认为，现有社区养老服务站还不能实现医疗、照护、心理等多元服务的无缝
衔接，与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不相适应。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因孤独、寂
寞、失落、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常有发生，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从
业人员缺乏专业水准，难以提供好的心理慰藉服务满足老年人心理需要。日间照料中心
缺乏的专业的指导，不能很好地开展服务工作。

委员们建议，统一制定社区养老服务内容规范标准及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促进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与养老服务站实现深度融合。统一建立完善社区居家养老资源供
给信息平台，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分别做好与养老院、老年护理医
院、医院、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的延伸性服务对接，开展专业慢病干预、老人饮食营养指
导、康复理疗等活动，满足老人的多样化需求。增设老年心理干预项目，充分利用各卫生
服务中心和现有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通过健康讲座、社区宣传栏等形式加强宣传，提高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指数。

委 员 们 呼 吁 ，建 立 优 秀 养 老 服 务 专 业 人 才 表 彰 激 励 的 长 效 机 制 ，鼓 励 更 多 专
业 化 人 才 从 事 养 老 服 务 事 业 ，进 一 步 提 高 养 老 服 务 专 业 人 才 的 社 会 地 位 ，组 织 开
展 多 样 化 养 老 服 务 活 动 ，强 化 养 老 服 务 专 业 人 才 的 职 业 归 属 感 。 鼓 励 高 校 大 力 发
展 养 老 护 理 专 业 ，加 快 培 养 老 年 康 复 、护 理 、营 养 、心 理 、社 会 工 作 等 专 业 人 才 ，对
养 老 服 务 专 业 学 生 在 执 行 国 家 奖 学 金 等 政 策 过 程 中 ，给 予 奖 励 奖 学 金 倾 斜 等 优 惠
照 顾 。

委员们提出，建立养老互助活动体系，把真正有爱心、有奉献精神、愿意利用闲暇
时间学习养老服务技能义务服务人员选入到该系统养老服务队伍，通过“时间银行”存
储个人为老服务时间，可相应换取今后自己申请的护理服务时间。

本报讯（记者 陈 敏）“医疗信息化一系列新模式如
远程医疗、云医院、移动医疗不断壮大，但互联网医疗兴起
所带来的健康信息安全与隐私泄露问题不容小觑。”今年，
农工党宁夏区委会在《关于加强互联网+医疗健康的网络
安全的提案》呼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高度重视，将
提案意见建议融入宁夏“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各
项工作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近年来，我区积极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同
时，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以全面落实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工作为抓手，强化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加
强全行业网络安全建设及管理，切实提高公民隐私及网络
安全防护能力。

答复介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整成立了自治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委
党组书记和主任担任组长，全面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及
等级保护保护工作，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委机关各处（室）、
委直属单位、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职责范围内的网络信息与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在制
定“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规划之初，将网络信息
安全工作，特别是在系统建设中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措施
纳入整体基础设计，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管理，
全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统一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加
强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综合治理，确保信息共享与信息
安全保护同步发展，为我区“互联网+医疗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坚实基础。先后组织开展行业内打击整治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专项工作、“护网 2019”及宁夏网络安全执法检
查等工作。严格按照《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定级指南》《宁夏回族自治区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备案工作
实施细则》规定，对自治区级统建 17个信息系统及网站开
展 2019年度定级备案。将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工作列
入 2019年财政预算经费保障，对 17个自治区级统建信息
系统及网站实施年度等级测评，并提出整改加固建议。积
极配合自治区网安部门做好网络安全技术检测、执法检查
等工作，做到工作无缝对接，切实强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及自治区网安部门相关网络安全隐患扫描问题预警通
报和监督整改，网络安全隐患线索及时处置及反馈率
100%。组织全区卫生工作人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宣传，2019年开展全区卫生健康行业网络安全
应急演练暨网络安全技术培训，模拟网页被篡改、数据丢
失等多种网络突发事件，开展对抗演习及技术培训；2020
年选择部分三级医院及区域卫生健康平台，组织开展红蓝
攻防对抗演练。组织互联网医院和企业于 2018年在银川
市率先试点成立“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推动行业标准
和行业规范的建立，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建立行业自律
机制。

为进一步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网络安全管理工
作，我区将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医疗健康信息安全管理
制度》，探索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立法工作，提高网络
安全管理保障水平。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网络安
全管理主体责任，细化网络安全责任分工，加强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工作，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水平，将银川市“互联
网+医疗健康”的经验推广至全区，为互联网医疗规范管理
和监督提供政策支持。在行业内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教育及知识培训，确保宣贯到岗到人，进一步增强广大干
部职工和第三方互联网企业的网络安全责任意识和个人
隐私信息防范意识，使大家都能够自觉成为网络安全工作
的参与者和治理者。

我区稳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信 息 共 享 与 信 息 安 全 同 步 发 展

（紧接01版）利用澳门平台优势，助力宁夏中医药产业进
入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让宁夏中药
材“走出去”。

凝聚智慧

既把“好声音”响亮发出来
更要让“好声音”落地生根

一言一语察民意，一问一答应民生。11月 18日，彭阳
县行政中心五楼会议室里，一场紧扣全区中药材产业发展
状况——“加强宁夏澳门中药材产业合作 促进宁夏中药
材产业发展”专题协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

会上，自治区政协委员、澳门中药材企业负责人、自
治区中药材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专家及县区主要负责人齐
聚一堂，为中药材产业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近
年来县区种植中药材企业数量呈现增长态势，但都规模
小、产品档次低，同质化经营具有普遍性。”自治区政协常
委、自治区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童安荣率先发言。

话音刚落，自治区扶贫办开发指导处副处长虎维军
接上话头：“我区中药材市场培育滞后，全区缺少中药材仓
储物流基地及交易市场，所产药材主要流向安徽亳州、甘
肃陇西等地的中药材市场，高品质卖不出高价格，知名度
和市场竞争力不强。”

同心县和彭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本地区中
药材产业发展缺乏科学的顶层规划设计，产业发展区域和
品种存在盲目性。同时中药材购销贮藏设施落后，产业物
流链不够健全、财政支持力度不强，发展后劲不足。

“要厘清中药材产业在我区发展大局中的功能定位，
做好顶层规划统筹，将中药材产业纳入‘1+4+X’产业范
畴，培育形成后发优势产业，使其在推进可持续脱贫、乡村
振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建议区市县三级设立中药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种苗繁育、林下仿野生栽培种子采购
等，实行统一标准奖补政策。”

“要搭建研发平台，进一步促进宁夏中药现代化产业
基地提档升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加强与澳门中药质
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联系，为本地药企牵线搭桥，
帮助本地企业进行中医药产品研发。”

……
专题协商会上，大家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结合调

研，讲得深、议得透，发言也引起了现场相关部门负责人
的重视。

“希望通过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稳
固脱贫成果。”委员们表示，宁夏与澳门合作发展中药材，
既是发展药材又是发展经济，既是产业合作也是宣传的机
会和窗口，要统筹谋划，突出特色。利用好宁夏澳门中药
材合作机遇，将宁夏的中药材加工与澳门的中药品牌研究
生产结合起来，成为产业链的一部分，利用澳门中药的科
研、品牌、资金优势，引进澳门中药企业，将中药材初期加
工厂建到宁夏药材基地旁，打造宁夏中药材原材料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