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在表演传统锣鼓。

帮助农户采摘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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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6 月以来，中卫市头茬枸杞陆续从青果
变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采摘期。

连日来，国网中卫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为杞
农和合作社检查线路、用电设备，积极服务优势
特色产业。

目前，中宁县枸杞种植面积达 18 万亩，年产
干果 2.6 万吨，枸杞产品种类达 10 大类、100 余
种。为确保头茬枸杞采摘顺利，电力工人走进枸
杞基地、烘干房、色选房内，开展配电线路巡视、消
缺、配电设备测量。每到一处，服务队人员都会到
客户配电室，认真检查，测量供电电压，触摸配电
线路设备有无发热及异味打火痕迹，检查接地装
置是否完全接地，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前几天中午，80 多名采摘工正在用蒸车蒸
米饭，突然停电了。打了报修电话六七分钟后，供
电抢修人员就来了，很快就重新接了电源……”中
宁县舟塔乡田滩村枸杞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伟说。

中宁县红蕾枸杞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邹开虎
说：“有了全电化的加工设备，枸杞烘干过程再也
没有以前烟熏的景象了，枸杞也能更好地保持传
统的风味、色泽，帮助我们进入产销两旺的良性循
环。”为帮助企业良性发展，国网中卫供电公司积
极践行“三零”服务，实现快速接入，节省枸杞种植
户用电成本。

据了解，国网中卫供电公司的党员服务队还
利用网格化管理优势开展“一对一”贴心服务，向
杞农讲解个人防护措施及日常安全用电小常识，
积极推广“网上国网”App，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引
导用户安全用电，用优质服务助力地方特色产业
发展，为枸杞加工企业增收增产保驾护航。

欢快的歌舞迎接四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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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和传递着一
个民族及地域的历史记忆、共同情感、
经验智慧，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重要源泉。

固原是宁夏非遗富集区，剪纸 、
砖雕 、泥塑 、高台马社火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星罗棋布，映射着固原儿女的
文化底蕴。非遗的多元融合也为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打开了新思路，为乡
村文旅注入了新活力，成为延伸产业
链条 、增强产业动能 、放大产业价值
的新引擎。

日前，记者走进固原市西吉县吉强
镇龙王坝村，山坡上错落有致的梯田绿
意盎然，村里的舞狮表演、剪纸、戏曲、
花儿等一系列非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参观。

“如今，人们旅游不再只是看山看
水看风景，更追求见人见物见生活。体
验非遗项目、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已然
成为旅游新亮点。”龙王坝村党支部副
书记焦建鹏告诉记者，龙王坝村将各类
非遗元素融入旅游发展，形成极具特色
的乡村文化。逢年过节，村里都会举办
舞狮表演、剪纸、戏曲、花儿活动，吸引
大量游客。去年，该村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收入近 2000 万元，全村人均纯
收入达1.2万元。

“非遗+旅游”更成为固原旅游的
新亮点。在“非遗+旅游”的加持下，传
统技艺不断满足游客的新体验，隆德魏
氏砖雕、固原刺绣等非遗点每年都吸引
不少游客，成为固原市民俗文化旅游的

“半壁江山”。

本报记者 邓 蕾 文/图

社火表演的“丑婆子”合影留念。

◀ 皮 雕 传 承 人
现场展示技艺。

▲ 砖 雕 传 承 人
在雕刻作品。

走进企业了解枸杞加工情况。

为枸杞加工企业处理用电问题。

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线路巡查。 走村入户做好电力设施排查。

▶与农民“交心”，宣传
安全用电常识。

赋能乡村融合发展

▼农民在表演传统锣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