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 01版） 作为考察团的主要召
集人，澳区自治区政协常委、友盈集
团行政总裁魏雄表示，澳门是国际化
城市，葡萄酒市场潜力大。宁夏是生
产中高端优质葡萄酒的“黄金产区”，
与澳门消费市场非常契合。希望宁
夏能够依托澳门的市场优势和消费
潜力，让更多合作方共同推动宁夏葡
萄酒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澳门佳酒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铿
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宁夏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品质和科技水
平在短时间内已超过国际上的大部
分产区，葡萄酒品质达到很高的国
际标准，让人大开眼界。如何把品
质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市场优势，
就需要在品牌推广上下大功夫，在
提高市场占有率上做文章。我们非
常愿意为宁夏产区做好相关服务，
共同把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做大
做强。”

西鸽酒庄国际事务总监陈仙妮
的家乡位于法国古老的葡萄酒产区
勃艮第，她从小对葡萄酒产业、文化
耳濡目染。“考察中，澳门的企业家仔
细品尝了我们的葡萄酒，领略了宁夏
与众不同的红酒魅力。”据陈仙妮介
绍，当天西鸽酒庄已与部分考察团成
员达成了合作意向，并邀请酒庄赴澳
门开展推介活动，持续拓展粤港澳大
湾区市场，共同推动宁夏葡萄酒走向
更广阔的市场。

源起山石，酒出自然。当考察
团步入志辉源石酒庄酒窖时，浓浓
的葡萄酒香沁人心脾。在酒庄品鉴
大厅里，有将节气、星座、宁夏特色
景点元素融入包装设计的源石小
饮，也有以“只此青绿”为主题的扇
子等文创产品。大家看到，酒庄积
极打造集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观
光旅游于一体的模式，吸引游客先
来参观、体验，再深入了解相关知

识，既推广了旅游产业，又带动了葡
萄酒销量。“在这里，生态与旅游‘联
姻’，文化与葡萄‘结亲’，文旅融合
把本地葡萄酒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澳区自治区政协委员、艺厨有限公
司总经理欧俊杰认为，应探索更多
的合作方式，不断提升合作层次，把
宁夏优质的农产品，通过澳门这个
平台推向全球市场，提高知名度、提
高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我们将
在澳门大力宣传推介宁夏的文化旅
游，帮助讲好宁夏故事，让更多的游
客到宁夏来观光旅游。”欧俊杰说。

大部分考察团成员首次来宁夏，
在品尝到优质葡萄酒、聆听酒庄故事
后，一致认为，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
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产出了品质优
良的葡萄酒，不仅是澳门了解宁夏的

“一扇窗”，也是宁夏对外交流的“紫
色名片”，期待看到更多宁夏优质葡
萄酒进入澳门市场。在贺兰县银色

高地酒庄、沃福百瑞宁夏枸杞馆考察
期间，通过红酒、枸杞品鉴，部分企业
家现场签下订单，将宁夏特色产品带
回澳门进行宣传推广，为此次酒庄考
察之旅献上一份厚礼。

5天的时间里，澳门企业家们过
黄河、进大漠、赏星空、品红酒，亲身
体验宁夏岩画、丝路文化、酒庄休闲、
星星故乡等独特魅力，充分感知中华
黄河文化的根脉和发展，深刻领略塞
上历史与现代的魅力，对我国西部地
区的发展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和认识。“一南一北，宁夏和澳门两地
资源互补性很强。”长隆集团（澳门）
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展航表
示，宁夏是一个绿水青山的好地方，
风光独特，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绿色
农产品品质好，今后将大力宣传推介
宁夏，积极推动两地现代农业、葡萄
酒产业、文化旅游业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农工党宁夏区委会反映，推广
林下中药材种植，既可保证中药材
疗效，又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
作用，实现中药材可持续发展，产
生积极生态效应。目前，我区林下
中药材产业发展还存在中药材良
种选育难，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参
差不齐，种源混杂，导致中药材良
种选育与现实需求差距较大；采挖
时物种鉴定难；种植品种有待进一
步扩充；中药材质量评估仍需加强
等问题。

建议加强政策支持和种植推
广。科学规划、有序推进补种，在有
条件的县域推广林下种植。出台相
关政策，加大项目支持，鼓励中药材
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从事南部山区
中药材种子，尤其是适合林下仿野
生种植中药材种子的选育工作。组
织中药学、中药资源、中药鉴定、药

用植物等方面专家，在充分总结林
下中药材种植的经验基础上，再选
择若干适合林下种植的中药材开展
试点，成熟一个、推广一个。

做好中药材鉴别科普工作。组
织中药鉴定学和药用植物学专家，
到乡村开展中药材鉴定相关内容授
课，为农民讲解中药材鉴别和采集
等知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在林下
中药材种植密集乡镇村落的房屋墙
壁上，绘制柴胡、秦艽等辨识度高的
药用植物图案、壁画，帮助农民在采
挖过程中进行物种鉴别。

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组织
宁夏药品检验研究院和科研院所，
对林下种植中药材，尤其是仿野生
中药的品质进行系统评价，结合多
谱学技术获取与临床疗效相关的优
质药材品质因子，助力我区中药材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民建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金凤区政协反
映，家政服务行业准入门槛低、经营
形式灵活、服务内容丰富，成为热门
创业和就业平台。目前，我区家政
服务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区
家政服务企业大多属小企业或小微
企业，规模小、实力弱，经营模式单
一，服务体系不健全，专业化、标准
化水平低。市场供需存在两极分化
现象，对于月嫂、育儿嫂等家政服
务，市场需求量较大，所需的家政服
务人员素质较高，导致市场需求大
于供给，此类从业人员薪资报酬较
高。对于搬家、维修、保洁类家政服
务，从业公司、从业人员较多，供大
于求。家政服务业管理难以形成统
一的培训和管理标准，面临多头管
理或无人管理的尴尬局面。

家政服务企业多为中介公司，
小规模、分散化、低水平的企业管理
模式致使服务人员无法固定。部分

员工通过培训上岗，掌握基本技能
后便自立门户。受传统观念影响，
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社会地位不高，
有些雇主对从业人员不够尊重，导
致家政服务人员愤而辞职。家政从
业人员社保参保率不高，被调研的
企业中 80%未给员工缴纳社保，只
为其购买意外险。由于入户、住家
劳动的特殊性，家庭服务从业人员
与雇主纠纷通常发生在私密环境，
法律取证难度较大。从业人员学历
偏低，维权意识不高，从业者容易陷
入多重弱势局面。

建议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职责
权限。建立各部门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部门联动，明确责任分工，形成
发展合力，及时解决家政服务业发
展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总结一
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建立标准化体系，实现规范化
管理。明确家政企业准入门槛，培
育一批优质企业，建设一批实训基

地。打造标准化体系，实现规范化
管理，对家政公司、服务从业人员，
分门别类制定考核方案，试行常态
化绩效考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人员素
质。建立科学完整的培训体系，全
面提升服务人员综合素质。支持高
校开设家政服务专业，招收专业人
才，与较大的家政企业合作，推动产
教融合。

强化权益保障，稳定从业队
伍。健全家政服务保障体系，设立
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保险，规范从
业人员就业合同签订手续。加大对
家政人员的法律援助和服务力度，
建立多渠道维权机制，切实保障家
政人员合法权益。

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增加家
政服务价格公开性、透明度。加大
资金投入和政策引导，规范家庭服
务公司运作，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
环境。

提高森林覆盖率 巩固生态安全屏障

中卫市政协反映，近年来，我区
各市县（区）全力推进国土绿化、荒
漠化治理，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在植绿增
绿保绿方面还存在林、草争地现象
加重、造林后期管护资金缺乏、生态
护林员工资缺口大等问题。

建议对部分具备造林条件的
草地进行科学调整优化，在林业部
门明确造林绿化空间的同时，将相
关规划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中，确保
绿化区域符合总体空间规划布局，
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大对各市、县
（区）造林后期管护资金投入力度，

每年拨付一定金额的森林抚育管
护资金。对新造林区域，根据验
收面积核拨相应管护资金，提高
林木林地保存率。研究制定护林
（草）员缺额补助政策，对没有纳
入生态护林（草）员的给予一定劳
务报酬。

民进宁夏区委会及住宁全国政
协委员王春秀反映，银川市皮划艇、
桨板、龙舟等水上运动在全国赛事中

“崭露头角”。2020年在“中国桨板联
赛”中，取得 2个冠军、1个亚军、1个
第四、2 个第五；2023 年中国桨板公
开赛暨第一届“中国陕州·黄河杯”桨
板挑战赛中两名选手斩获一金两银，
其他选手在多个项目上打进前十
名。但该项运动仍存在硬件和软件
设施投入不足、后备人才缺乏、推广
力度不够等问题。

建议加大投入力度。硬件上，
规划固定的训练水域，建设专业的
赛道和露天看台，配备一定数量的
先进艇，如K1、K2、K4艇，竞速桨板、
休闲桨板，配备存储设备的仓库。
规划建设室内桨板运动培训中心，
对初学者进行基础培训，有一定驾
驭能力后，再到户外公开水域进行
训练。联合培育种子选手。体育和
教育部门联合选出一批体能好、水
性好的选手，进行专门培养。推动
皮划艇、桨板等运动进校园，让更多
的孩子接触、了解这一体育项目。
在靠近合适水域的学校，打造特色
校园，为宁夏桨板运动储备人才。
加快赛事活动引进。结合宁夏水域
环境好的自身优势，组织开展好全
区性的桨板活动，积极协调引入国
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和中
国皮划艇协会的全国级皮划艇桨板
分站赛赛事等活动。

多措并举打响我区
桨 板 运 动 知 名 度

推广林下种植 促进中药材产业转型发展

促进我区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自治区政协委员刘媛反映，当前我区

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随着气
温升高，小麦蚜虫、吸浆虫、麦蜘蛛、

地下害虫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若不
及时防治可造成 30%以上产量损失
甚至绝收，严重威胁小麦安全生产。

调研中，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了解到，小麦蚜虫 3月 30日在
固原市彭阳县出现，5月中旬后，气温
上升，蚜量逐渐增多，5月 18日至 21
日各地系统调查显示，石嘴山市大武
口区蚜株率 3%，吴忠市利通区蚜株
率 42.6%、青铜峡市蚜株率 11.5%、同
心县蚜株率 3%，中卫市沙坡头区蚜
株率 8%、海原县蚜株率 5%，固原市
西吉县蚜株率 1.3%、泾源县蚜株率
2.5%。目前，全区发生面积 61万亩。

自治区政协委员刘媛指出，麦
蜘蛛全区发生面积 8.1万亩，吸浆虫
和小麦白粉病也已出现。据统计，
全区小麦主要病虫害发生面积累计
78.8 万 亩 次 ，占 小 麦 播 种 面 积 的
76.5%。据气象部门预测，5 月下旬
至 6 月全区气温偏高，对小麦蚜虫、

麦蜘蛛等虫害的发生有利；降水偏
多，对小麦条锈病、白粉病等病害的
发生有利。

建议增强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坚持“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方针，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
保”理念，采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
术，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
有效控制小麦病虫害。加强监测监
管，及时通报信息。充分利用智能测
报灯、高空灯、孢子捕捉仪等新型测
报工具持续加大小麦病虫害监测调
查力度，及时发布病虫害中短期趋势
预报，指导防治工作。

建议及时组织开展防控工作，实
现“虫口夺粮”保丰收。对蚜虫、白粉
病等病虫害达到防治指标的田块立
即开展“一喷三防”工作，即选用高效
的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和植物生
长调节剂等防病虫防早衰防干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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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膜使用量增大，农用残膜
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日益显现。
据调查，由于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
生 产 的 产 品 不 符 合 国 家 标 准
《GB13735-2017》导致不易整片回收，
一部分碎片残膜留在田间。农膜生
产原料降解周期通常持续 200 年至
400年，且在降解过程中产生有毒物
质。如残膜不能及时清理，将破坏土
壤结构，阻碍水和肥料吸收，进而降
低土壤肥力，甚至导致地下水难以渗
透和滋生土壤盐分，使土壤质量和作
物产量下降。

自治区工商联反映，目前，我区
在农用残膜回收过程中存在残膜不能
应收尽收，“白色污染”得不到遏制，农
业高质量发展受到影响；市面销售地
膜质量档次参差不齐，有些地膜覆膜

后出现提前分化破损现象，导致农民
不易拾捡，部分小块地膜残留到土地，
严重影响农作物产量；政府在招标采
购中，没有将回收残膜作为供膜企业
售后服务的必须条件等问题。

建议针对全区地膜用量大，残留
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以农业绿
色发展为导向，从源头防控入手，健
全管理办法，通过产品升级，从根本
上解决农膜残留、捡拾难、再生利用
率低等问题。从源头管控残膜回收，
建立“谁使用、谁清理，谁供膜、谁回
收，谁污染、谁治理”的责任延伸制
度；以制度推动地膜企业产品升级，
增强可回收率。加大对农户的补贴，
调动农户参与“白色污染”治理积极
性；强化市场管控，打击假冒伪劣产
品，建立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

民进宁夏区委会反映，近年来，
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推进农家
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等资
源整合、共建共享，累计建成农家书
屋超过 2000个，实现农家书屋在行政
村的全覆盖。但与全国其他省区相
比，我区农家书屋运行管理仍存在地
方主观能动性不足，宣传力度不够，
群众参与度不高；管理人员缺乏，且
素质相对较低，对书屋的管理随意，
不能保证正常的开放时间；互联互通
机制不活，图书资源使用率不高、书
目更新慢、相关活动开展少等问题。

建议做好“建”的工作。引导地
方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结
合农民群众需求，及时调整、更新书

目；适当增加幼儿绘本类读物，以满
足不同年龄段群众阅读所需，不断拓
宽图书受众。

做好“管”的工作。让农民参与
进来，组织爱读书的农民兼职书屋管
理员，潜移默化带动更多农民群众爱
上阅读。还可邀请村里老党员、返乡
大学生、志愿者共同管理书屋，为乡
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做好“用”的工作。村（居）委会
主导，不定期开展故事分享会。为留
守儿童开设放学后的“乐学”课堂、举
办农用技术培训辅导、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宣讲、村与村联合读书活动
等，让农家书屋热闹起来，成为看得
见、管得好、用得活的农村文化阵地。

用“活”农家书屋 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建立健全农用残膜回收管理体系

（本版稿件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研究一室提供）

加强小麦病虫害防治 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农工党宁夏区委会、民建宁夏区
委会和住宁全国政协委员杨淑丽反
映，据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
示，我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97.41 万人，较 2010 年增加 37.05 万
人，比重由 9.58%上升到 13.53%。其
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由 40.39万
人增加至 69.28万人，比重从 6.41%上
升至 9.62%。随着老龄化社会程度不
断加深，421 结构（4 个老人、2 个父
母、1个孩子）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
衡”问题日益突出，加快探索建立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长护险制度
迫在眉睫，但目前仍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养老护理工作基础薄弱，失能家
庭负担沉重。2016年至今，全国已有
49个城市试点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但我区迄今仍未开展试点，养老
护理基础薄弱，基础条件不完备，养
老机构入住率低。护理人才队伍建
设滞后，专业化程度不高。普遍存在
招人难问题，人员流动性大，业务素
质能力不强。护理标准缺乏规范指
引，服务监管不足。针对老年人疾病
特征的商业险种少、受限多，护理收
费存在项目、标准和公示形式不统
一，没有可量化标准。

建议积极对接协调国家医保局
和财政部，将宁夏适时纳入国家试
点。在保障人群方面，采取先职工后
居民、先重度后轻度的方式稳步推

进；在资金筹措方面，减少对医保基
金依赖度，启动资金由医保、财政共
同承担，探索建立个人缴费、单位缴
费、财政补贴、公益基金相结合的多
渠道筹资机制。

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运用市场化机
制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探索政府主
导、社商合作、市场培育的经办方式，
委托覆盖面广、信誉良好的商业保险
机构参与经办管理，发挥第三方机构
优势。鼓励商业保险开发补充护理
保险产品，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护理需求。

建议支持培训机构和职业院校开
设养老护理专业，培养专业化队伍，对
大专以上护理人员给予社保补贴，实行
护理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证管理，畅通职
业晋升渠道。对欺老虐老的护理机构
和人员，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行业禁
入”，让提供优质、“有温度”的服务成为
护理人员的职业理念。

制定统一完善的长期护理服务
标准体系，确定失能评定标准与护
理等级，规范各护理项目的收费标
准、服务时长、服务内容等。探索完
善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协议管理
和监督考核等制度，健全绩效评价、
考核激励、风险防范等机制，提高服
务能力和水平，促进长期护理行业
健康发展。

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让失能老人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