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6月23日拍摄的
罗山风光（无人机照片）。

位于吴忠市境内的罗
山是宁夏中部重要的生
态屏障。夏日时节，罗山
林木茂盛，生机勃勃。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夏日罗山
风景美

我区慈善组织筹资 115 万元关爱特殊群体

【 】06【 】04

第五届枸杞产业博览会签约项目金额 98.03 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赴
宁夏考察，擘画“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
大中国梦”的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720
多万塞上各族儿女朝着全面建设经济繁
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
新宁夏奋力前行，开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直播间的亲们好，这是我们红寺堡
的特产黄花菜……”在西海固弘德村的扶
贫车间内，58 岁的赵淑梅用夹着乡音的
普通话向网友介绍农产品。

弘德村所在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
国最大易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23 万
西海固移民在此安家创业谋生存，脱贫致
富奔小康。

2020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
第一站就来到弘德村，走进扶贫车间，同正
在加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们亲切交流；来到
村民刘克瑞家，详细了解家庭就业、收入、
看病、社保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
语：“乡亲们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对宁夏的移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
有着特殊的惦念。25 年前，时任福建省
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牵头负责闽宁对口扶

贫协作，推动实施了“吊庄移民”工程，并
为移民村庄命名“闽宁村”。

如今，昔日“干沙滩”闽宁村已变为
“金沙滩”闽宁镇。在闽宁模式示范下，宁
夏始终坚持将移民搬迁与西海固扶贫开
发相伴，一以贯之地在移民安置区探索

“造血式”扶贫。
“不是搬过来盖几间漂亮房子就行

了。乡亲们搬出来后，要稳得住、能致富，
才能扎下根。”为宁夏 123万移民后续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完善移民
搬迁扶持政策”“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
兴战略有效衔接”。

“宁夏移民群众占全区农村人口近
半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更加清醒
地认识到，没有移民地区的乡村振兴，就
没有宁夏全面的乡村振兴。”自治区乡村
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2021年 4月，在最后一个贫困县“摘
帽”5个月后，宁夏全面启动“百万移民致
富提升行动”，重点在 800人以上的移民
区，实施产业就业帮扶、基础设施配套、改
善公共服务等专项提升。

2021 年，宁夏在移民安置区投入产
业发展资金 19.3亿元，发展特色种植 78.7
万亩，实现移民就业 21.2万人，当年宁夏

“十二五”生态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17
元，增速达 18.1%。

在“提升行动”助力下，弘德村扶贫车
间里，包括赵淑梅在内的十几名移民群众，
组成了平均年龄超过 60岁的“银发直播
团”，在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第一年销售额
就超过百万元。“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呢！”赵淑梅难掩笑意，道出了移民的心声。

“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
名。”夏日的贺兰山东麓，翠绿的葡萄园沿
山势绵延南北，一眼望不到头。

2020年 6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银
川市西夏区志辉源石酒庄葡萄种植基地，
远眺巍巍贺兰山，听取贺兰山生态保护和
环境综合整治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

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决保护
好贺兰山生态”。

“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了我们继续守护好
贺兰山，让矿坑变景区的决心。”酒庄负责人
袁园的父辈曾在贺兰山开采砂石，接力棒交
到她手里，挖砂的铲变成种树的锹，目前已
修复废弃矿区6000亩，种植葡萄2000亩。

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打响了“贺兰
山生态保卫战”，投入近 150亿元资金，对
自然保护区内 169 处人类活动点开展专
项治理，退出煤炭产能 1600 万吨。如今
矿坑覆土，荒山披绿，贺兰山渐展新颜。

山水林田湖草沙，宁夏一应俱全。
从贺兰山生态保护，到腾格里沙漠污染整
治，再到黄河综合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
夏，赋予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任
务，强调“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宁夏要
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

肩负重任，宁夏进一步将自身定位和
发展放在全国大局中审视，在全国率先就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地
方立法，坚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统领生态文明建设、统揽全境全域
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
施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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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宁夏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如何
立足新起点阔步迈向新征程？连日来，中
卫市政协委员和政协系统干部职工深入
学习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大家表
示将自觉把党代会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
中，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在新时代新
征程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中卫市政协主席杨文生说，新时代呼
唤新担当、新时代需要新作为。自治区第
十三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意味着新的号
角已经吹响。作为一名政协工作者，将带
头学习宣传贯彻好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

政协独特优势，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责
使命，在自治区和中卫市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在自治区政协的精心指导下，坚决扛起
政治责任。在凝聚共识中更好发挥政协重
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充分发
挥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通
过界别委员工作室、委员大讲堂等平台和
载体，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界
别群众，面向社会广泛宣传党代会精神，强
信心、聚人心、筑同心，努力把党代会精神
转化为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共识。
在建言献策中服务大局，将紧紧围绕“三区

建设”“四新任务”“五大战略”，在中卫市委
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协人才
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厘清履职方向和工
作思路，明确围绕大局要抓的重点、开展工
作要找的切入点，切实发挥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贡
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中卫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范金祥
表示，要把学习领会好党代会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
把握“5565”的区情特点、“12345”的总体
部署和加快高质量发展的“九大支撑”，进
一步明确政协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
方向和重点。实际工作中，要把贯彻落实
党代会精神体现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上来，体现在
促进“三区建设”“四新任务”“五大战略”
上来，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广泛

凝聚共识，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
丽新宁夏的伟大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

“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新时
代文化强区的奋斗目标，把文化建设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宁夏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党代会报告
指出要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建设，充分发挥文化旅游在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带
动产业转型升级、展示宁夏发展成果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奋力打造文化兴盛沃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朝着建设文化强区的
目标不断迈进。”中卫市政协委员张强说，
文化强则民族强，作为中卫市旅游和文化
体育广电局党组成员，下一步，中卫市将创
新举办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大漠黄河国际文化
旅游节、沙漠运动大赛、星空大会等特色品牌
文旅活动，通过各类媒体渠道高频宣传，做活
做亮中卫大漠、黄河、星空、（下转02版）

鼓足干劲接续奋斗创造新业绩
——中卫市政协系统深入学习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记者 孙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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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 恩恩 奋奋 进进 新新 征征 程程 建建 设设 美美 丽丽 新新 宁宁 夏夏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
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的二
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围绕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党全
社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种有效方
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这次活动引起

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关注、积极参与，提出了许多具有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
收。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新形势下的群
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把党和国
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下转02版）

本报讯（记者 吴 倩） 6月 21日至 22日，自治区政协
经济委员会组织政协委员，并邀请民革、民建宁夏区委会
有关人员及相关专家，赴固原市泾源县、彭阳县围绕“我区
生物固碳的现状和潜力”进行调研。

在泾源县，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了大雪山管护点、
王化南林场、小南川、龙头岭等地。“泾源县现有林区面
积有多大？”“野生动物有多少种？”……委员们边走边
看边提问。“不含六盘山林业局，泾源县共有林地面积
49.78 万亩，占县辖国土面积的 55.13%，全县森林覆盖率
为 42.24%。境内物种资源富集，分布有各类植物 113 科
788 种、中药材 530 多种、野生动物 213种，是黄土高原上
的‘动植物王国’。2006年至 2020年，泾源县林业活动累
计吸收二氧化碳约 250万吨，其中县属约 80万吨，六盘山
国有林场约 170万吨。”泾源县相关负责人详细解答了委
员们的疑问。彭阳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向调研组
介绍：“近年来，彭阳县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根据不同地理条件和立地类型，采取针阔混
交、乔灌草花立体配置等造林模式，精准实施造林绿化
工程。2018 年以来，完成造林工程 83.64 万亩，栽植各类
绿化苗木 3000余万株。” （下转02版）

本报讯 6月 23日，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召
开立法协商座谈会，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修
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进行座谈讨论。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朱赟介绍
了《条例》的起草背景及相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自治区实
际，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自治区政府拟订
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经 2022
年 5 月 10 日自治区政府第 118 次常务会议研究，现阶段
正在审议过程中。

座谈会上，10名政协常委和委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对《条例》的具体内容进行热烈讨论，从框架设置、布局安
排、文字表述等多层面提出意见和建议。有的委员认为，
在授权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主体资
格后，还需针对管委会内部设置及后续保障做好前期安排，
并统筹考虑与周边地区执法兼容性。有的委员建议，应进
一步明确平台经济等新兴产业需承担的具体责任，将从业
人员违规行为与企业责任挂钩，强化企业安全责任意识。
有的委员在仔细阅读并研究《条例》后发现，（下转02版）

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委员围绕“我区生物固碳的现状和潜力”开展调研

政协委员为我区安全生产立法积极建言
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召开立法协商座谈会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 好 倾 听 民 声 尊 重 民 意 顺 应 民 心

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情润塞上满目新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宁夏篇

新华社记者 王永前 李钧德 张 亮

新华社北京6月 25日电 我国将加快制定耕地保护
法，以更好应对耕地红线面临的挑战，为耕地保护提供更
有力的法治保障。

6月 25日是全国土地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
更好地把耕地保护“长牙齿”硬措施法治化，我国将加快推
动耕地保护法立法进程。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耕地年度

“进出平衡”以及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禁止性规定和
政策措施将上升为法律。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
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为核心的耕地保护法
治体系；民法典、刑法对耕地保护进行了明确规定；加快制
定中的粮食法也强调耕地保护。这都使制定科学、简明、
可操作的耕地保护法成为迫切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把耕地保护法列为预备审议项
目。自然资源部把做好耕地保护法送审工作列入 2022年
重点立法计划。

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莉华表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土地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完善，而切实保
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主旋律。回顾耕地
保护法律制度发展历程，准确把握耕地保护面临的新
要求，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制定耕地保护法具有重
要意义。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据国土“三调”结果，
2019 年底我国耕地面积 19.18 亿亩，人均 1.36 亩，不足世
界平均水平的四成。同时我国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
总体质量不高，超过一半靠天收。从国土“二调”至国土

“三调”十年间，全国建设用地总量增加 26.5%，城镇、村
庄用地总规模分别达 1.55 亿亩和 3.29 亿亩，一些城镇、
园区低效闲置用地问题突出，村庄用地总量过大、布局
不尽合理。

我国将加快制定耕地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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