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骄阳似火，枸杞园里红果摇曳
生姿，为塞上江南缀上点点绚丽的红色。
作为中国枸杞核心产区，枸杞产业是宁夏
的生态产业、富民产业、健康产业。近年
来，宁夏紧握“稳一产、强二产、活三产”的
发展密钥，为枸杞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种植端，杞农精心呵护每一株枸杞
树，严格把控品质，让枝头的果实颗颗饱
满；加工端，科研创新火力全开，精深加
工赋予枸杞更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推陈
出新；市场端，旅游采摘、电商直播等新
业态蓬勃兴起，直播间里红果畅销全国。

如今，“宁夏枸杞”“中宁枸杞”金字招
牌愈发闪亮，带动众多企业携手共进，共
同描绘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

新鲜突围
“锁”住品质生金“密码”
6 月 26 日，百瑞源枸杞种植基地

内，机器轰鸣，锁鲜枸杞数字化车间二期
项目正式投产，一场关于枸杞“新鲜革

命”的故事，正在这片沃土上续写新篇。
曾经，传统枸杞制干工艺如同禁锢

产业发展的枷锁，人工晾晒与热风干燥
不仅需添加食用碱，会破坏果实的天然
保护膜，高温烘烤更让枸杞的色泽、营养
大量流失。2013年，百瑞源携手中国农
业大学开启了长达 6 年的技术攻坚。
2020年，首条智能化锁鲜枸杞生产线投
产，一举打破行业困局。如今，百瑞源生
产的锁鲜枸杞已累计销售超 200万瓶，
年销量增速达 30%，成功闯入高端养生
市场，让枸杞从传统中药材变身年轻人
爱不释手的“养生零食”。

此次投产的二期项目，可谓是枸杞
加工领域的“智慧工厂”。智能控制系
统如同精密的“数字大脑”，将温度、湿
度、压力等参数误差控制在毫厘之间，
全流程数据可视化管理让生产过程一
目了然。不仅降低了人工操作负荷，更
将产品品质稳定性提升至 98.7%，多糖、
类胡萝卜素等核心营养成分保留率也

显著提高。
在百瑞源的枸杞种植基地，枸杞达

到八至九成熟时方可采摘，从枝头到车
间的“黄金 2小时”，还要历经 510多项农
残检测，使用净化水轻柔清洗，只为守护
那层仅 2.8微米的天然蜡质保护膜。

一粒锁鲜枸杞的诞生，映照出宁夏
枸杞产业的系统性变革。在品牌建设战
场上，34家企业获“宁夏枸杞”地理标志
授权，83家企业打上“中宁枸杞”金字招
牌，700 余款产品实现生产全流程追
溯。当宁夏枸杞走进外交部礼品展厅，
登上央视 CGTN 的银幕，发布全国首个
枸杞价格指数……标志着这个千年养生
佳品正以崭新姿态走向世界。

品质的根基，源于全方位的质量守
护。2024年，全国唯一的“国字号”枸杞
检测中心落户宁夏，香港 STC实验室挂
牌运行，实现“一次检测、全球通行”。
同年发布的 1 项国家标准、3 项地方标
准，配合 14次病虫害监测、1154批次质

量抽检，织密了枸杞的质量安全网。
面对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宁夏

枸杞产业正谋划着更大的蓝图。在种质
资源创新上，科研团队聚焦“药用、果
用、茎叶用”多元化方向，培育高产高营
养的特色品种；在新食品开发领域，系统
开展枸杞功能性成分研究，积极申报新
食品原料；在医药创新赛道，深入挖掘枸
杞多糖、黄酮等活性物质，开发滋补养生
新药。

科技赋能
跑出产业创新“加速度”

当福建的茶香与宁夏的枸杞红相
遇，一场关于健康饮品的创新之“旅”在
闽宁两地间铺开。6月 20日至 22日，“闽
宁杞聚·山海共茗”金骏眉研发 20周年暨
宁夏枸杞红茶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宁夏举
办，来自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等高校
的专家学者，围绕枸杞红茶的养生价值
与市场潜力展开深入研讨。（下转02版）

宁夏以融合创新激活枸杞产业澎湃动能
本报记者 李 莹 孙振星 罗 鸣 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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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里的守护 为唇腭裂患儿点亮希望
——2025“宁夏微笑行动”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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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 婧）根据自治区政协有关工作安排，
7月 4日，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
深入石嘴山市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全面了解企业运行
情况及问题，助力企业破解难题，增强市场竞争力。

调研组先后走访宁夏恒康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吉元循
环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太康药业有限公司、平罗县滨河碳
化硅制品有限公司等企业，每到一处，委员们实地查看企
业生产流程、产品研发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
干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科技创新、
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情况，重点询问了当前发展面临的瓶颈
问题。

调研组表示，单打独斗难以突破技术瓶颈，政企协同
才能实现创新突围。建议我区加大对重点产业技术攻关
支持力度，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体系，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优化政策
服务机制，简化惠企政策申报流程，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
达企业。此次调研旨在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发展信心，
调研组将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下转03版）

本报讯（记者 毕 竞）根据自治区政协年度协商计划
安排，7月 4日，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组织部
分政协委员围绕中国（银川）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情况开展民主监督调研。

“跨境电商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和产业集聚发展存在什
么问题？”“营销服务网络建设、相关企业运营状况如何？”

“人才培育体系、物流体系建设情况还面临哪些困
难？”……在兴庆数字经济产业园，调研组围绕跨境电商监
管服务平台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与园区负责人深入探讨，
寻求解决方案。在宁夏兴宸鑫贸易有限公司、宁夏正山堂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组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收集掌握行业发展面临的难点痛点。在宁夏工商职业技
术大学，调研组围绕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合作模
式等方面，探讨如何构建契合行业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为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据介绍，此次民主监督为 5 年跟踪问效的总结性调
研。自中国（银川）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以来，自
治区政协持续跟进建设情况， （下转03版）

助企破解难题 增强市场竞争力
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开展调研

聚焦监督发力 助推综试区发展再启新程
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开展民主监督调研

安徽桐城六尺巷，黛瓦青砖间，小巷
古朴，文脉悠悠。

盛夏时节，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下，天
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条两米宽、百米长的
小巷，亲身感受传承数百年的礼让文化。

来自合肥的游客张欣雅在巷口买了
一把写有“礼让”的折扇，兴奋地说：“六尺巷
的故事现在家喻户晓，今天实地逛了逛，
才发现原来这么有底蕴。”

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
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
谐礼让的典范。

2024年 10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考察，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
听取当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
情况。

“在诗书照壁前，总书记重温了张吴
礼让典故。总书记看得很细，不时指点询
问。”桐城市博物馆馆长叶鑫回忆。

习近平总书记汲古言今，殷殷嘱托：
“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
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
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
社会环境。”

“总书记当时叮咛，谦让，谦虚，和为
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
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叶鑫说，“这激励
我们继续发挥文博优势，通过特色文物展
览，让大家感悟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
为贵的传统美德。”

小巷“出圈”，带火了此处的张氏、吴氏
家族文化陈列馆以及礼让、廉洁文化等主
题馆。青砖宅院内，一块全息屏幕复原着
小巷的古貌。叶鑫说：“我们用全息投影
等新技术，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
验，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穿过百米长的小巷，一座牌坊上书
写“礼让”二字，见证着历史典故的时代
新篇。

张英的十二世孙张耘如今仍在六尺
巷周边工作生活。作为六尺巷社区党
总支书记，他常引用老祖宗的故事，调解

社区家长里短、矛盾纠纷。
不久前，社区西后街一处房屋的共

有墙体倾斜、墙面开裂，谁来修？谁出
钱？一时争执不休。张耘把两家人带到
六尺巷现场调解：“同样是一堵墙，老祖宗
尚能如此，你们何不都让让呢？”最终，双
方各让一步，墙壁很快修缮到位，解决了
大家心头之忧。

“我们认真落实总书记要求，通过找
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智慧的契合点，让
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传，融入社会治理
工作方方面面。”张耘说。

在桐城，“六尺巷”文化随处可见：街
头墙壁上画着礼让故事，社区张贴着

“让三尺”诗句，“六尺巷”故事被编入学
生教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六
尺巷小课堂、六尺巷剧社等品牌活动，

“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文明理念广泛
传播……

如今，六尺巷声名远扬。从桐城市
社区治理的“六尺巷调解法”，到最高法工
作报告提出推广“六尺巷”调解工作法，这
条小巷成为传统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经
典范本。

不只是在桐城，安徽黄山依古训打
造“作退一步想”工作法，孔子故里山东曲
阜循儒家文化建立“和为贵”调解室，浙江
台州建成“和合街区”打造基层“和合善治
同心圆”，广东丰顺推广“祠堂讲事”构建

“大事共商、小事互助”治理模式……那些
穿越时空的文化火种，正在新时代的田野
上，点亮更多星火。

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
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植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用和为贵理念
启发人，用知进退境界感召人，在推动文
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中，不断坚定文化
自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
蓬勃的生命力。”叶鑫说。

（新华社合肥7月7日电）

“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穿越历史的尘烟，有一种记忆永不磨灭。
88年前的今天——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者悍

然炮轰卢沟桥畔的宛平城。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气
壮山河地抗击，拉开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

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坐标，激荡着国人的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8周年。

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庄严矗立。7日
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
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纪念馆正门两侧 16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既是展览主题，

更是血火淬炼出的历史回响与深刻启示。
9时，仪式开始。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纪念馆

前的广场上奏响，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中华儿女共赴
国难、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现场齐声高唱国歌的声音铿锵有力，让我非常振奋。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知识、长本领，
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让胸前的
红领巾永远飘扬。”仪式现场，初中学生张钰贺心情激动。

向抗战英烈默哀、敬献鲜花……随着仪式的进行，
人们走进纪念馆序厅，将花束摆放在象征中华民族团结
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深深鞠躬致敬中华民族
威武不屈的脊梁。 （下转02版）

以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和平正义薪火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速写

7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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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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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 7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要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
报告奖励机制，发挥食品从业人员“内部知情人”作用，鼓
励其主动参与监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有效防范风险隐患。

近日，国务院食安委发布《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
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按
照意见部署，2025年 12月底前，重点领域及较大生产经营
单位将率先建立实施该机制；2026年 12月底前，机制将覆
盖至其他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口食品进口
商及代理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等。

意见指出，食品从业人员可通过“全国食品安全内部
知情人举报系统”，选择向所在单位或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风险隐患；生产经营单位相关负责人收到报告后，需及时
组织核查，核查属实的要尽快整改到位，不断提升食品安
全管理水平；鼓励单位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依据隐患大小给予报告人员不同程度的奖励，对报告重大
隐患的予以重奖。

意见鼓励生产经营单位设立专项奖励资金，支持从业
人员报告隐患，引导知情群众反映身边风险，确保取得
实效。

我国建立完善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