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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至宁夏贺兰山东麓，漫步在旷野

上，一串串葡萄正由绿转紫，藤蔓延伸向

藏 在 葡 萄 园 深 处 的 酒 堡 。 往 来 游 客 如

织，山脚下品一杯精酿美酒，临走还可自

助购买邮寄到家……“很难想象这里曾

是废弃的矿产采空区，我们酒庄人见证

了这方土地的巨变。”志辉源石酒庄董事

长袁辉感慨。

贺兰山下，黄河西岸，自古是一片洪

积扇，植被稀少。在腾格里、乌兰布和、

毛乌素等沙漠的合围下，这里原先是一

片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荒原。

从 小 在 贺 兰 山 边 长 大 的 袁 辉 兄 弟

俩，在当地政策支持下，于 2008 年承包下

2000 多亩坑地，利用砂石采空区的错落

地势和自然落差，建起一座酒庄，用黄河

水滋润出的优质葡萄发出醉人醇香。从

砂石矿区到葡萄酒庄，这里成了贺兰山

东麓矿区整治修复的缩影。

宁夏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处处长崔奇鹏介绍，宁夏先后完成保护区

内 169 处人类活动点的综合治理，83 个矿

业权全部退出，53 处工矿设施全部拆除。

保护区外围重点区域 11 家煤矿关闭退出，

20处遗留矿坑和无主渣台完成整治。

如今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已

成为中国主要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种植

区 和 酒 庄 酒 产 区 之 一 。 宁 夏 美 酒 葡 萄

香，玉杯盛来琥珀光。如今，这里年产葡

萄酒 1.3 亿瓶，综合产值 261 亿元人民币，

葡萄酒产业发展与生态修复相结合，曾

经的 35 万亩荒地如今已成绿洲，百万亩

葡萄长廊在贺兰山下慢慢延伸，绘就了

一幅紫色的生态画卷。

从砂矿坑到葡萄园—

贺兰山下，绘就紫色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王汉超 禹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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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忠市利通区春英奶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牛奶生产车间，转盘形的挤奶设备

上，60 头奶牛被一格格分开，从挤奶到牛

奶进入保温箱，只有 4 名工人在操作。

“早、中、晚，一天 3 次挤奶，上千头奶

牛排着队来，排着队回。”据春英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伟介绍，设备挤奶的

同时还可实时分析牛的各项指标数据，让

工作人员能够精准获取奶牛的健康信息，

确保每滴牛奶的品质。

宁夏地处黄河中上游，气候干爽，日

照充足，处于业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

近年来，宁夏加速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

殖，国内大型乳企争相进驻，伊利集团在

吴忠市建成大规模的单体工厂，蒙牛集团

在银川市建成全国标准化示范样板工厂，

上海光明集团与中卫市共同打造优质奶

产业集群，新希望集团启动吴忠夏进产能

“倍增计划”。金河、雪泉等本地企业也发

展迅速。

如今，宁夏奶产业已经走上了以专

业牧场为主的现代化牧业发展之路，进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 年，全区奶牛

存栏 57.4 万头，居全国第八位；生鲜乳总

产量 215.3 万吨，居全国第五位，比 2015
年增长 51.1%。宁夏形成了以吴忠市、银

川市为核心，石嘴山市、中卫市为两翼的

沿黄经济区优质奶产业集群，建成了吴

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利通区五里坡、青

铜峡牛首山，银川月牙湖、灵武白土岗等

奶牛养殖核心基地，奶牛规模化、标准化

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宁夏产区的牛奶味道浓郁、口感润

滑。”宁夏农业农村厅厅长滑志敏说，“十

四五”末宁夏力争实现全产业链千亿元目

标，为振兴民族奶业作出贡献。

从分散养殖到规模化养殖—

集群发力，优质奶源地焕发潜能
本报记者 刘 峰

塞上江南，鱼米之乡，在银川市贺兰

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美丽乡野画

卷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而几年前，这里的

四十里店村村民还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模

式，农业基础配套设施薄弱。利用流转土

地发展制种产业，走现代化新型农业发展

路子，从种养生产到电商流通再到休闲农

业旅游，短短几年光景，四十里店村村民

收入实现“逆袭”。

得益于面积大、无污染、农业生产条

件好的富硒土地资源，宁夏大米、亚麻籽

油等一众宁夏品牌被市场青睐。“十三五”

期间，宁夏签约交易粮食和粮油产品约

114 万吨，交易额约 31.8 亿元。

通过打造特色名片，宁夏粮食的品牌

优势逐步显现。宁夏发挥优质粮油产品

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引导农民种植

适应市场需求的绿色优质粮食，“优粮优

价”意识不断强化，“优粮优价”的市场机

制不断完善。遴选发布“宁夏好粮油”产

品 41 个；示范企业新获得宁夏著名商标

15 个、宁夏名牌产品 10 个；建设线上销售

平台和线下实体店 2000 多个，形成线上、

线下销售网络，“好粮油”品牌产品销量年

均上涨 30%以上。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切实扛稳粮

食和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安全重任，所有粮

仓和物资储备库实施信息化、数字化管

控，新增仓容 80 万吨。”宁夏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局长杨刚介绍。

从老把式到新农业—

塞上江南，品牌战略稳粮增收
本报记者 禹丽敏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上，一座座巨型装

置高耸林立，盘旋半空的乳白色管道布满

厂区，积蓄着热力。国家能源集团宁煤

400 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就坐落在

这一片“钢铁森林”之中。

数十米高的储藏罐下，压缩机轰隆作

响，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副总经理姚敏自豪

地说：“扎根戈壁 16 年，眼看着煤炭精加

工产业从无到有，现在的变化可是过去

想都不敢想。”

宁夏是典型的富煤省区，探明储

量达 320 亿吨，煤炭占能源比重超

过 90%。多年“靠煤吃煤”，挖煤

卖煤，形成一套粗放发展的传

统路子。可随着产能过剩、盈

利下滑，曾经是“香饽饽”的

煤 炭 产 业 成 了“ 烫 手 山

芋”。点煤成“金”，发展

全产业链加工，就成

为 宁 夏 破 解 工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必 行

之路。

井下 600 米，上好的煤炭从井里运上

来，立马被烘干、筛检，打成精细的煤粉。

放入气化炉，加入氢气，数千摄氏度高温下

煤炭催化、挤压，变成气态，又凝成液体。

这是化学产生的奇迹，出产的成品油透明

清亮，丝毫看不出先前黑黝黝的样子。

“现在除了传统的柴油，我们已经能

提取出来液体蜡、费托蜡、轻液蜡共 7 种

精细化工产品。”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煤制油分公司总经理郭中

山介绍，由于工艺特殊，煤制油产生的油

品结构独特，其产出的正构烷烃等用于高

端服装行业，价格比同类产品卖得更高。

一条产业链，几十种高附加值产品，

煤炭的有效成分都能被充分利用，价值能

翻到 10 倍。

如今，宁东能源基地已经建成世界

单产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产值突破

800 亿元。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陶少华说，

精细化的煤化工产业链已占宁东全部工

业比重的 48%，未来基地还将对其他工

业项目进行高端化开发，延伸出更多产

业链条。

从挖煤卖煤到煤制油—

宁东基地，精细煤化工延伸产业链
本报记者 秦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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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

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村民刘

克瑞家中，总书记的关怀让刘克瑞和乡

亲们备受鼓舞：短短半年，弘德村入村的

主路通了，村民们告别旱厕，建成了冲水

式厕所，刘克瑞的儿媳有了新工作，成为

村党员教育基地的讲解员，讲述她的“移

民幸福生活”。

刘克瑞一家 2012 年从固原市原州区

张易镇毛套村搬迁到了近 300 公里外的弘

德 村 ，初 来 乍 到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只 有

1000 余元。弘德村是移民易地搬迁受益

的一个缩影：全村 6646 亩土地全部流转给

企业发展农业，村民可以从中获得稳定的

收入；家门口就是扶贫工厂，人均可支配

收入近万元。

回溯历史，宁夏先后实施 6 次大规模

移民搬迁，累计搬迁 123 万人，红寺堡的

群众就是从西海固地区搬迁而来。解决

西 海 固 贫 瘠 难 题 ，水 的 问 题 尤 为 关 键 。

在红寺堡行走，不时能看到“共产党好，

黄河水甜”这几个字。这座荒原上崛起

的新城，因黄河而兴。干旱少雨的红寺

堡，却有着与移民老家截然不同的水源

条件，通过红寺堡扬水工程，黄河水提升

了 300 余 米 ，甘 甜 的 黄 河 水 经 过 多 级 扬

水，最终流入红寺堡的土地里。

作为宁夏扶贫扬黄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红寺堡扬水工程承担着 70 多万亩

农田、30 万人口的农业灌溉及生产生活

用水以及环罗山地区生态用水的供水重

任，被当地称为“生命工程”，美了移民们

火热的好日子。截至目前，红寺堡全区

葡 萄 、枸 杞 、黄 花 菜 种 植 面 积 分 别 达 到

10.8 万亩、5.6 万亩、8.02 万亩，肉牛饲养

量 11.2 万头、肉羊饲养量 90.5 万只，实现

了村有支柱产业、户有增收项目，自来水

入户率 100%。

从戈壁滩到新市镇—

黄河水甜，浇灌移民新家园
本报记者 禹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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