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振 红
开展农作物
科技培育。

利通区古城镇新华桥村现有农业设施 400余
座，每天都有大量西红柿、黄瓜等农产品需要售
卖，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成熟的农产品不得不“待
字闺中”。

作为新华桥村致富带头人，李振红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尽最大努力帮助农户解决大
棚蔬菜销售难题，销售蔬菜 8.6 万斤，收入 17 万
元。李振红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要始终信念
坚定，严格要求自己，站在群众的角度建言献策，
努力扛起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1981年出生的李振红，曾是新华桥村医疗站
的一名护士。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2007年，
她毅然辞去了护士工作，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温棚
种植中，开始了她的乡间创业路。

隔行如隔山，医药专业毕业的李振红一开始
就遇到了“拦路虎”。从事温棚种植她既无技术
也无经验。在温棚种植初期，如何施肥、防治病
虫害、控制大棚温湿度都是需要克服的技术难
题。面对困难，李振红没有退缩，她刻苦钻研温
棚种植技术，专业种植蔬菜的书籍都被她翻烂
了，遇到专业性特别强的技术问题时，她虚心向
镇上的专业农技人员请教。对知识的渴望促使她
申报了电大农学函授课程，并于 2009年取得设施
农业中专学历。

在自我充电的同时，她十分注重向同行学习
取经。报名参加了利通区农业科技局组织的设施
蔬菜培训班，通过培训学习，她的种植技术有了很

大提高。就这样，一边学一边干，她经营的温棚蔬
菜在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温棚经济效益逐年提
高。2013年，她积极响应国家农业扶持发展政策，
成立吴忠市利通区振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开
始从单一的个人种植向专业合作社的方向发展。

2014年至 2016年，李振红先后多次参加全区
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提升培训班，
学到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椰糠无土栽培等实用技
术。不间断的培训学习和观摩交流，使李振红的
发展思路不断拓宽，她开始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温
棚种植中。2016年早春，李振红试种了 2亩无土
栽培香瓜，邀请周边种植户和合作社社员实地观
摩，现场品尝香瓜，无土栽培香瓜香甜厚重的口
感，让参观者赞不绝口，椰糠无土栽培技术得以
顺利推广。2017年 9月，在利通区农技推广服务
中心支持下，李振红又在 4棚椰糠无土栽培温棚
中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安装了智能风口
开合器，让温棚的劳动强度降低了 50%。李振红
成了古城镇小有名气的温棚种植新技术示范推广
带头人。

多年的辛劳付出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利通
区振红果蔬专业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全国巾帼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国家级设施蔬菜标准
园”，李振红先后获得第三届宁夏“巾帼创业之
星”、吴忠市“巾帼创业带头人”、宁夏第二届“全
区十佳农民”等荣誉称号，当地农民说起她无不
敬佩地竖起大拇指，称她为“女中豪杰”。

田间地头展巾帼风采

目前，宁夏新型职业农民总人数超过13.5万人。吴忠市利通区政协委员、利通区振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振红，
不仅发展带动种植户 106 户集中连片种植设施蔬菜，还积极组织社员和周边农户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更新种植技术管
理理念、提升综合文化素养。3年来，组织培训人数达200 人，喜获全国100 名优秀农民教育培训学员称号。

做生态农业追梦人
——访利通区政协委员 利通区振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振红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如何最大限度使合作社成员不出家门，在家
门口就第一时间掌握新技术应用与生产？李振红
又动起了脑筋。

2017年，李振红参加了吴忠市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举办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班，这种新
型的学习运营模式对她的触动很大，回来后她主
动申请建立了利通区古城镇农民田间学校。田间
学校落成后，她积极联合吴忠市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宁夏扶贫开发学校等培训机构，在古城镇农民
田间学校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先后开办培
训班 10余次，培训农民 1000余人次。在家门口免
费参加培训学习，既不耽误田间劳作又能学到新
技术，因此周边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许多参加
培训的农民应用了这项新技术，并取得了较高的
收益。田间学校的成功举办有力地推动了种植新
技术的推广应用。

如今利通区振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由最
初的 6名社员发展到 80多名社员；由过去 120多栋
日光温室发展到 298栋高科技设施温棚；占地面积
由 300多亩扩大到 850亩；种植的作物由西红柿和
黄瓜发展到嫁接茄子、辣椒、黄瓜等新特优品种齐
头并进，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106户；种植技术和经
营模式也由过去的自种自销，发展到如今拥有自
己的振红品牌商标，合作社统一经营销售，协作互
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8年，利通区振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被
自治区农牧厅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
地，先后承担利通区 2018年、2019年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任务，合作社逐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之
路。作为合作社负责人，李振红又在合作社如何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有了新思路：“合作社+基地+农
户”，建立健全合作社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建立起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开展农产品质量认证，
发展无公害蔬菜、有机蔬菜，让大家放心地从合作
社购买到绿色无污染的蔬菜。通过合作社的不断
壮大，带动周边更多农民加入利通区振红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广农业种植新技术，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

李振红努力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带领合作社
社员共同致富，带领更多农民朋友共同步入小康
生活。

不断学习让科技发挥价值

在原州区文化馆工作期间，何蓉每年坚持把
下基层作为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原州区辖区内有 11 个乡镇、3 个街道办事
处，每年的文化惠民活动“三下乡”演出覆盖面
广，活动范围较大，特别是当地交通不便，寨科、
炭山、河川等偏远乡镇从事文化活动困难大。哪
怕阻碍摆在面前，何蓉也从不畏难。多年来，她
协助馆长带领全馆群文工作者在原州区所辖乡镇
和街道办开展送戏下乡。

面对大山和深沟，为了送一场演出，何蓉
与同事们常常要翻过许多大梁、卯、沟、坎才
能到达演出地点。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将
演出送到最偏远地区。“有一次在炭山乡的一
个村子演出，因为此前村里没有过文艺演出，
不知道效果如何，这让我们心里有些忐忑。”
何蓉说，但当他们的文艺小分队到达时，村里
专门准备了欢迎仪式，群众敲锣打鼓迎接大
家。村上有些人说，平时文艺活动少，妇女们
喜欢跳广场舞，但只是自娱自乐，文化工作者
的到来让大家耳目一新。演出开始后，本来 1
个小时的节目持续了近 3 个小时，当队友们准

备离开时，村民们依依不舍，再三叮咛今后一
定要再来。

在文化资源匮乏的山区，群众最需要的还是
文艺辅导。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何蓉做了很多
工作。当时，文化馆专业技术人员少，何蓉把已
经退休的文化工作者招募到服务队伍中，发挥老
同志余热，对山区群众开展文艺辅导。

忙碌，是何蓉从事文化工作最真实的写照。
因为群众要忙生产，接受文艺辅导的时间不固
定，文化馆同志只能根据群众时间调整下乡安
排。有时一去就是一整天，但不管多忙多累，也
不能影响何蓉对文艺作品质量的要求，为了编排
一个有质量的节目，她常常没日没夜练到腰酸背
痛、汗流浃背。因为忙于工作，何蓉没有时间陪
伴家人，甚至在女儿高考这一重要人生阶段也没
能给予更多关爱和陪伴，这让她心中一直怀有一
份愧疚。

多年来，何蓉还积极参与非遗普查、业余文
艺骨干培训、文化馆队伍建设、文化赛事和重大
节庆活动组织策划等各项工作，倾尽全力为基层
文化事业发展添姿增彩。

倾心尽力为基层文化事业增彩

何蓉，固原市、原州区
政协委员，原州区文化馆书
记，自 1995 年参加工作后，
曾在小学任教，后到宣传部
门工作，2016 年任原州区文
化馆党支部书记后，她全身
心投入到群众文化工作中，
为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作品作出积极贡献。

2019年是创建国家第四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
区建设的关键一年，作为文化馆党支部书记，何蓉
协助负责原州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
这个任务是一块“硬骨头”，从人员抽调、办公室选
取，到信息上报、工作进度汇报、档案资料整理装
订……这些工作都要从零做起，每个细节不能有丝
毫马虎，就连档案盒的颜色和上面的字体都要斟
酌好几遍。

为能更好开展这项工作，何蓉给自己定了一
个规矩：凡事自己跑、自己问、自己写。为摸清原
州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家底，她跑遍了所有乡镇和
街道，经过前期 3 个月的摸排熟悉掌握了基本情
况。随着创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工作流程的逐
渐清晰，何蓉将工作分工责任到人，动态信息的上
报在固原市名列前茅。几个月下来，原州区 6个示
范点从选址、设计、布设到跑工厂、盯工期及质量
监管各项工作顺利推进，6个个性化示范点全部实
现数字化图书借阅及远程培训，原州区文化巷、开
城镇建成了固原市首个 24小时无人值守图书馆。
2020年接受国家验收，原州区以固原市第一名的
好成绩赢得认可。

多年来，何蓉主持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近千场，
组织原州区首届农民文艺汇演、首届全民歌手及
主持人大赛等，组织策划建党 100周年大型文艺汇
演得百姓好评。担任冷凉蔬菜节解说、策划并讲
解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型展。她辅导的小品
《村里那点事》获自治区工会“劳动者之歌”大赛二
等奖，编排的广场舞《不到长城非好汉》获自治区
广场舞大赛三等奖，辅导的社火获固原市“非遗过
大年”社火表演一等奖……

“群众文化工作是我的职业，我将一如既往扎
根基层，通过创作更多文艺作品，在基层群众中激
发文化发展的源泉活水。”何蓉说，基层文化事业
传承和发展要坚持现代文化发展理念和方向，保
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守住文化事业的根脉，
让“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成为基层文
化发展的“精神符号”，为滋养宁夏“文化沃土”尽
己所能。

守住基层文化事业发展根脉

守住文化根脉 弘扬文化精华
——记固原市政协委员 原州区文化馆党支部书记何蓉

本报记者 李 莹 文/图

▶何蓉参加自治区 2022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手工
产 品 推 介 活 动 。（图 片 拍 摄 于
2022 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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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心爱心廉心
诠释党员底色

马 军 文/图

马旭琴，固原市西吉县政协委员，西吉县纪委
常委、监委委员、信访室主任。自 2009 年参加工作
以来，先后在西吉县政协办、县信访局（挂职）、县
委巡察办、县纪委监委等工作，每一个岗位，她都
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工作。进入纪检监察机
关后，她对己、对人、对事更加严格要求，在领导和
同事心目中，她是一名恪尽职守、甘于奉献的人；
在上访群众心目中，她是一名值得信赖、为民办实
事的知心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宁夏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马旭琴下沉西吉县中街社区及时了解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迅速进
入角色，在小区检测点全力做好小区人员出入测温、扫码、消毒等
工作，尽心尽力值班值守。

“张姨，你家最近有没有从中宁县回来的人？有回来的要打
电话报备呢。”这是马旭琴汇报到西吉县中街社区群内的信息。
工作中，她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入户排查时总是“冲”在前，宣传
劝导时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居民正确
对待疫情，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不信谣、不传谣，当好“宣传员”，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工作之余，马旭琴还负责西吉县廉政警示教育馆解说工作，
每年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和“七一”前后，要接待上百家单
位，几千人次观看警示教育。她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以案为鉴、慎独慎微，永葆清廉底色。面对不同行业的
参观群体，她会采用不同的解说方式，引导参观群体沉浸式听课，
增强廉政警示教育实效。“兼职解说虽然忙，但能成风化人，教育
警示警醒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不犯或少犯错，很有意义。”马
旭琴表示，将秉承对党忠诚的理念，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知难
奋进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毅力前行，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
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强化责任担当 勇于干事担事

——访西吉县政协委员 西吉县信访室主任马旭琴

信访工作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方式之一，是密切联系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反映社情民意、社会和谐发展的“晴雨表”，事
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2018年 11月，马旭琴调到西吉县纪委监委从事信访工作。
“上访群众都带着负面情绪，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安抚每一个
上访群众，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适时递上一杯热水，用热情和关
心消除群众负面情绪，然后通过交谈让他们说出事情原委。”马旭琴
说。在每次接访中，她仔细倾听信访群众反映的问题与诉求，认
真查阅每一位来访者材料，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悉心解读
相关法规政策，与信访群众共同分析梳理问题，精准受理办理信
访举报，帮助群众解决合理诉求。

“信访工作是一项为群众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的工作，如
果没有热爱党、热爱人民的心是做不好的。”马旭琴说。在工作
中，她充分表现出对信访工作的热爱，在工作中求真务实，心里
时时刻刻装着群众。对于发生的地方上访，她努力做到发现一
起，解决一起，稳定一起，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当地，化解在基
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加大对上访信的处理力度，和上访一样，
实行受理、跟踪处理、结案、督查一条龙办案制度，最大限度地减
少重信。通过加大处理初信初访力度，有效地减少了重复访的
发生。

多年来，马旭琴始终保持积极心态，用真诚的服务，让纪委的
信访变得有温情有温度，她带着责任和感情，把关心和温暖送给
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群众利益无小事。

西吉县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马旭琴深知个人力量有限，就把
慈善募捐作为工作突破口，通过努力，联系爱心企业，开展主题
为“慈善温暖校园 助力脱贫攻坚”的帮扶捐赠活动。向特殊教
育学校和西吉县纪委帮扶村捐赠羽绒服，并走访慰问困难学
生。2年来，募捐羽绒服 1065件，中性笔 1000支，食用油、大米、
慰问金等价值 50余万元。她还经常走访村帮扶户，宣传惠民政
策，帮助帮扶户转变思想，制定发展计划，激发其内生动力，努力
脱贫致富。

“节日期间，我们会带着米、面、牛奶等物品看望村民，看到有
学生的家庭，就送去衣服、学习用品等进行鼓励。”马旭琴说。

以民为本解民忧 架好群众“连心桥”

马旭琴在防控点值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