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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生、余剑雄、赵晓东委员畅谈聆听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后的感受。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 陈治学 摄

▶陈永奎委员建议，
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 神 家 园 ，开 展 有 形 、
有 感 、有 效 地 宣 传 教 育
工作。

▶何志聆委员说通
过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懂得了如何更好履职。

◆关键词：文旅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冰雪
旅游是以参与性、体验性、刺激性
和娱乐性为主的冬季旅游产品。
如何进一步挖掘冰雪“冷资源”，使
之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热产业”？1月
12日，在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上，来自台联界别的郑大鹏委员
建议，加快我区冰雪旅游产业发
展，做大做强冰雪经济。

近年来，随着我国“3 亿人上
冰雪”目标的提出、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宁夏冰雪
旅游产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然 而 ，郑 大 鹏 委 员 在 调 研 中 发
现，我区冰雪旅游产业发展仍受
到地域环境、缺乏冰雪运动专业
人才、相关配套设施不足等多种

因素制约。
“我区位于祖国西北，距离一

线城市远，作为旅游主客源的内地
游客，来宁旅游成本较高。我区冬
季实际时间大约 3个月左右，运营
期较短，但各项成本费用支出较
大，短期收益不明显。”郑大鹏委员
建议，制定相关政策及科学发展规
划，科学规划布局冰雪运动场地。
引导企业充分挖掘自身条件，开发
夏季产品和服务，拓展旅游项目，
实现春夏秋冬、赏景娱乐、水域冰
雪的无缝衔接。

郑大鹏委员认为，滑雪运动属
于专项体育技能，对滑雪教练有一
定需求。但是我区滑雪行业基础
薄弱，专业滑雪教练员较少，需从

外地聘请，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用
工灵活性不足，影响产业服务水
平。他建议，大力培养掌握冰雪运
动以及冰雪体育产业经营管理的
综合型人才，积极引进懂冰雪、懂
运动、懂经营的高端人才。鼓励高
等学校组建高水平冰雪运动队，制
定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提
高冰雪运动竞技水平。

“要以冰雪进校园体教融合
机制为抓手，开展青少年滑雪培
训、滑雪冬令营等活动。加强冰
雪产业娱乐或者赛事组织安排，
鼓励具备资质的企业承接国内、
国际知名赛事，提升企业知名度，
带动冰雪产业快速发展。”郑大鹏
委员说。

加快我区冰雪旅游产业发展
推动“冷资源”变身“热产业”

本报讯 1 月 12 日，在自治区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小组讨论中，
王建宏委员从多角度、多层面就进
一步挖掘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
建言献策。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产床，在
漫长的地质年代，水与土的天作地
合，黄河与黄土高原的旷世奇遇，
形成了巨大地理塑造力，大河加厚
土，山河激撞，携泥裹沙，形成的惊
天伟力，塑造了宁夏平原、河套平
原、华北平原，造就中华民族赖以
生存的物理空间。”王建宏委员说，
在宁夏，如果说黄河文化是一部不
朽的伟大史诗，那长城文化、灌溉
文化、移民文化、生态文明、民族融
合等，就是其重要分册。黄河文化

是宁夏蓄积了数千年文化势能的
超级 IP，传播好、弘扬好黄河文
化，是我们当前应该扛起的职责和
使命。

王建宏委员建议，我区应做
“厚”黄河文化，成立由专家和智库
组成的专班机构，开展考古、挖掘
及研究，让黄河文化更准确、更庄
重。做“活”黄河文化，让有关部门
牵头，每年列出清单，综合运用现
代信息和传媒技术手段，幽默风趣
地讲好黄河故事，让黄河文化更加
喜闻乐见。

“黄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宁夏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只有
不断探源、挖掘，系统研究，梳理出
分支脉络，才能充分彰显黄河文化

的多源性多样性，阐释好黄河文化
蕴含的精神内涵。”王建宏委员还
建议，我区应做“深”黄河文化，夯
实研究基础，开展跨学科、交叉型、
多元化创新研究，通过努力形成一
批高水平研究成果。要做“精”黄
河文化，加大对原创文化 IP的扶持
力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推出更多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力
作。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在深入挖
掘和活化黄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开展宣传推广行动，以新兴表现手
段，创新黄河文化表达方式，推动
黄河文化形成新业态、推出新产
品、提供新服务，使文化资源向文
化生产力转化，形成“黄河文化+”
的大格局。 （马 军）

挖掘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
形 成“ 黄 河 文 化 + ”大 格 局

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1 月
12日，在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小组讨论中，庄宁委员围绕宁夏
数字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庄宁委员说，当前宁夏大数
据产业仍以数据中心为主，而数
据中心仍以机柜租赁为主要业
务模式，目前一个机柜每年收入
约 3 万元。随着科学研究进入
第三、第四范式，对于算力需求
不 断 增 加 。 因 此 ，从 机 柜 租 赁
向算力转型，是产业升级的重要
途径。

庄 宁 委 员 表 示 ，数 字 经 济
时 代 ，尤 其 重 视 产 业 生 态 的 培

育 。 2022 年 在 自 治 区 工 信 厅、
中 卫 市 支 持 下 ，西 部 云 基 地 数
字 生 态 示 范 园 以“ 政 府 + 企
业 ”、以“ 基 金 + 基 地 ”的 模 式 ，
推进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融
合。全国各地各级政府认定的
数字产业园大大小小超过 1000
个 ，大 部 分 都 缺 乏 特 色 和 主 导
产业，造成特色不明显、产业不
聚焦、生态不协同、发展不持续
现象。为此，产业园提出了“虚
拟现实产业基地”“国家建筑大
数据基地”和“跨境数据流动试
点”3 个特色目标，希望通过“一
园”带动“三业”，形成上下游配

套 产 业 链 ，成 为 在 这 三 个 细 分
赛道上全国性的产业高地和集
聚区。

针对宁夏大数据产业的发
展，要经过“存”“算”“转”3 个阶
段，即数据存储加工、数据计算
和数据交易流转。庄宁委员建
议，明确主导产业，加强产业生态
培育。加强数据要素开发，激发
数据要素潜能。在西部云基地数
字生态示范园里，重点规划建筑
大数据基地，能够在建筑大数据
行业做成全国领先，让宁夏成为
建筑大数据要素的集散地和交易
中心。

本报讯（记者 单 瑞）1月12日，
在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
上，无党派、妇联界别小组讨论
中，马少红委员将目光聚焦轻工纺
织产业，围绕提升产品质量水平、
产品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等方
面建言。

马少红委员介绍，目前，我区
轻工纺织产业产值过亿元的企业
仅占规上企业的 20%，纺织行业远
离产业链下游和终端市场，产品主
要以纱线这一初级原料为主，具有
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能力的龙头企
业偏少，区域影响力产业集群仍需
培育，区域产业布局有待优化。高

端产品供给明显不足，食品和酒、
饮料制造仍以传统产品为主，快消
品、功能性食品及高附加值产品生
产能力严重不足，医药制造受人
才、技术、管理和审批严格等因素
限制，化学药品原料药优势难以向
制剂本地化生产转化。

马少红委员建议，尽快出台
宁夏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在项目招引上要紧扣资源优
势，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做
好做足项目储备、积蓄发展动能；
在产业布局上，要结合资源禀赋
和发展基础优化区域布局，避免
重复建设和同质化低层次竞争，

全面推进全区轻工纺织产业高质
量发展。

“2021年全区轻工纺织产业规
上企业数量占到全部工业企业总
数的 25.8%，但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仅占 15%。企业科技研发能力不
强、投入偏低现象普遍存在。”马少红
委员建议，设立自治区轻工纺织产
业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企业在创意
设计、提高科技含量等方面下功
夫，以数字化研发设计促进产品迭
代更新，推动供需高效精准对接，
培育形成一批新品、精品、名品，不
断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高
品质消费需求。

◆关键词：经济建设

本报讯（记者 毕 竞）1月12日，
在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会界别小
组讨论中，马莉焘委员针对大力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出建议。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出台多项政策
助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
展。“趁着政策春风，我区通过政
策引导和培育扶持，引领中小企业
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激发市
场活力。”马莉焘委员说，但在“专

精特新”企业的培育过程中存在一
些不足。

“我区培育的‘专精特新’企业
集中在轻工纺织行业，特色农业、食
品行业居多，在中高端产业的企业
数量较少，示范作用带动不明显。”
马莉焘委员说，由于“专精特新”企
业需要持续性创新投入，研发费用
投入大、研发成果转化周期长，我
区大部分规上企业多以引进技术
为主，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导致企
业在竞争上普遍呈现创新能力不
足、持续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

马莉焘委员建议，应重点突出
“专精特新”区域特征，运用地方特
色资源，弘扬传统技艺和地域文
化，让企业既解决融资问题又有更
多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和
技术创新上。“在提高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方面，可以搭建企业与相关
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结合平台，推
进引智、引技、引才，加强核心技术
攻关，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运用。
建立健全企业培育库，根据不同成
熟度层次，实施靶向培育。”马莉焘
委员说。

本报讯（记者 陈 敏） 1 月
12 日，在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一次
会议，民建、经济界别小组讨论
中，金凤霞委员呼吁，在“双碳”
目标下加大对企业碳排放核算
指导，帮助企业尽快建立科学精
准的碳排放核算工作制度。

“攻坚‘3060 双碳’目标，首
要任务是对碳排放做精准、科学
的核算，从而指导各行业碳减排
放工作开展。”金凤霞委员谈道，
在调研中发现，碳排放核算是一
项 复 杂 而 专 业 的 工 作 ，需 要 有

经 过 专 业 培 训 的 人 员 参 与 其
中。当前，企业普遍反映缺乏相
关专业人才，自身统计人员未经
过碳排放统计核算系统培训，对
标准、方法等知之甚少，从而不
能对企业的碳排放量做出精确
核算。

金凤霞委员建议，进一步完
善建立碳排放核算工作机制，由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统计
局等相关部门牵头各行业主管
部门，建立各行业碳排放核算工
作机制，对碳排放核算方法、标

准 及 工 作 指 南 等 内 容 进 行 明
确 ，从 而 为 有 序 推 进 碳 排 放 核
算工作打好基础。加大对企业
碳 排 放 核 算 指 导 培 训 ，针 对 企
业普遍反映缺乏碳排放核算相
关知识、操作培训等问题，相关
行业牵头部门加大对企业碳排
放核算方面指导培训。通过政
府 购 买 服 务 方 式 ，委 托 具 有 资
质 的 专 业 机 构 ，对 企 业 碳 排 放
核 算 进 行 指 导 ，使 企 业 尽 快 建
立科学精准的碳排放核算工作
制度。

真正发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带头作用 帮助指导企业建立精准碳排放核算制度

拥抱数字经济浪潮 助力宁夏构建创新发展新格局 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委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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