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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7 月 4 日电

副大军区职退休干部、原南京

军区副司令员郑炳清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 6 月 13 日在南

京逝世，享年 87 岁。

郑炳清是福建莆田县（今

莆田市）人，1953 年参军入伍，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

他历任战士、副排长、参谋、副团长、团

长，福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兼科

长、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江苏省军

区司令员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郑 炳 清 是 第 八 届 、第 九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 1988年

被 授 予 少 将 军 衔 ，1997 年 晋 升 为 中 将

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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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原

国家计委委员、党组成员，中国

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党组

书记石启荣同志（副部长级），因

病于 2024 年 6 月 23 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 95 岁。

石启荣同志逝世后，中央有

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石启荣，1929 年 3 月生，四川

渠县人。1952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53 年 7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52 年 8 月起先后任鞍山钢铁设

计院技术员，国家建委重工业局

钢铁处组长、工程师，国家计委

重 工 业 局 钢 铁 处 副 科 长 、工 程

师。1968 年 10 月至 1973 年 10 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五七”

干校劳动。 1973 年 10 月起先后

任河北省邯郸钢铁总厂副处长、

副厂长，国家建委重工业局副局长，国家经

委委员，国家计委委员等。1985 年 12 月至

1995 年 10 月先后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

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国家计委委员兼中国

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国家

计委委员、党组成员兼中国国际工程咨询

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

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石启荣是政协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曾任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名誉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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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28 日 电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原 部 长 、党

组 书 记 陈 政 高

同 志 ，因 病 于

2024年 6月 16日

在 北 京 逝 世 ，享

年 72 岁。

陈政高同志

逝 世 后 ，中 央 有

关领导同志以不

同方式表示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陈政高，1952年 3月生，辽宁海城人。1970年

12 月参加工作，197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 年至 1972 年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

组办事员。1975 年至 1982 年先后任大连海运

学 院 宣 传 处 副 处 长 兼 团 委 副 书 记 、团 委 书 记

等。1982 年至 1985 年先后任共青团辽宁省大

连 市 委 常 委 、学 校 部 部 长 ，团 市 委 副 书 记 。 1985 年 至

1998 年先后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大连市西岗

区委副书记、区长，大连市副市长，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

等。1998 年至 2008 年先后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副省

长兼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辽宁

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沈阳

市委书记。2008 年至 2014 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2014 年至 2017 年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

陈政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

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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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8日
电 原农业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高鸿宾同志，因病

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 在 北

京逝世，享年 72 岁。

高鸿宾同志逝世后，

中 央 有 关 领 导 同 志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示 哀 悼 并 向 其

亲属表示慰问。

高 鸿 宾 ，1953 年 5 月

生，北京人。 1969 年 9 月

参 加 工 作 ，1975 年 11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

8 月起先后任北京市石油

化 工 区 教 育 局 师 范 班 教

师，农垦部政策研究室干

部 ，国 家 水 产 总 局 秘 书 。

1984 年 1 月 起 先 后 任 国

务 院 贫 困 地 区 经 济 开 发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政 研 处

副 处 长 、处 长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

1994 年 1 月 起 先 后 任 国 务 院 扶 贫

开 发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主

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

兼办公室主任（升格前），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升格后）。2007年

7 月 至 2013 年 7 月 任 农 业 部 副 部

长、党组成员。

高鸿宾是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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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6月 28日电 中央

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王维澄同志，因病

于 2024年 6月 13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

95 岁。

王维澄同志逝

世后，中央有关领

导同志以不同方式

表示哀悼并向其亲

属表示慰问。

王维澄，1929年

6 月生，浙江桐庐人。1948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参加革命工作。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5 月先后

在浙江省立杭州高中、浙江省萧山县长河乡河斗

里小学从事地下工作。1949 年 5 月至 1959 年 9 月

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秘书、市教育局初教科负责

人、市园林管理处处长、杭州日报社副总编辑等。

1964 年 9 月至 1983 年 5 月先后任国务院总理办公

室秘书、国务院财办政研组组员、国务院值班室工作人员、

国 务 院 办 公 室 调 研 组 组 长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调 研 室 主 任 。

1983 年 5 月至 1987 年 3 月先后任浙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87 年 3 月至

1989 年 8 月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1989 年 8 月至 1997 年 8 月任中央政策研究

室主任。2003 年 12 月离休。

王维澄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主

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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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无论是内燃机驱动，还是电力驱动，动力总成都很重要。”东风

研发总院院长杨彦鼎介绍，2021 年发布的马赫动力，如今已经发展

出纯电、混动、增程等多套技术方案，其中，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的马

赫动力十合一超高速电驱系统，最高转速每分钟 25000 转，能效比达

到 95%。

马赫动力是东风汽车深化研发领域取得的众多成果之一。聚

焦新能源和智能驾驶两大赛道，东风汽车构建了以研发总院为中

心，各事业单元研发力量协同发力的“1+N”研发体系，持续完善新

能源品牌、平台、关键技术资源等战略布局。今年上半年，东风汽

车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1117 件，累计拥有有效专利 23925 件，其中发

明专利 8837 件。

改革运行体制，多品牌战略取得新成效

白色吊具缓缓前行，刚刚上市交付的新能源 SUV，依次进入岚

图数字工厂总装车间轮胎拧紧工位。不到 10 秒钟，五轴自动螺栓拧

紧系统便完成了双侧前轮轮胎拧紧工作。线侧的液晶显示屏上以

3D 动画实时呈现生产线的每一步进展，车型 VIN 码、扭矩力度、螺栓

偏移角度等测量数据，也同步上传云平台，并自动完成质检。

“在进行新能源工厂改造时，公司规划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方向，通过数智赋能，提升工作效率和产品品质，打造新能源高端品

牌。”岚图汽车首席执行官卢放说。

品牌高端化，技术创新是基础。卢放介绍，公司成立 3 年来，自

主开发了我国首个原生智能电动架构、“软件定义汽车”的天元电子

电气架构、新一代智能多模混动技术岚海动力等核心技术，并在电

机、减速箱、空气悬架、车辆智能单元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带动上下游

企业固链、补链、强链，提升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截至今年 6 月底，岚图累计申报专利 3420 件，授权专利 939 件，海外

专利 92 件，位居新能源行业前列。今年前 7 月，岚图累计交付量同比

增长 97%。

岚图品牌的快速发展，只是东风汽车推动完善全领域品牌格局

中的重要一环。除了高端新能源市场，东风汽车还推出了面向豪华

电动越野市场的“猛士”品牌、聚焦主流市场的“东风”品牌，合力为用

户提供丰富的、多样化的新能源产品。

2023 年，东风汽车启动乘用车新能源“跃迁行动”，对东风风神、

东风奕派、东风纳米三大自主乘用车品牌进行一体化，由集团总部直

接运营，压缩管理层级，实现商企集中、制造集中、营销集中。今年以

来，东风汽车加速新能源新品投放，推出近 10 款新产品，新能源产品

阵容进一步完善。

“未来三年，东风汽车将投入超 600 亿元，投放 30 款全新乘用车

新能源产品、14 款商用车新能源基础车型。”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周治平说。

本土技术赋能合资品牌，合资业务电动
化转型提速

东风襄阳试车场的试验跑道上，10 多辆东风本田灵悉 L 测试车，

正在分别进行车辆操稳、NVH、动力性、空调性能等实车测试。“为确

保 9 月上市车型的高品质，我们在量产前要完成四个批次总计约 100
台车型的小批量生产，并且完成多轮实车测试。”东风本田研发工程

师李智帅说。

与传统的新车型导入模式不同，灵悉 L 的原型车并不是来自合

作伙伴本田，而是在本田技术专家的参与、指导下，由合资企业中方

研发团队主导产品定义、内外造型设计、零部件供应商选型、整车集

成、测试、生产全过程的第一款整车产品。

“无论是前引擎盖上纵向延展的发光饰条造型，还是座舱五联屏

设计，都很新颖。”东风本田执行副总经理潘建新介绍，对于东风本田

本土研发能力而言，灵悉 L 更大的突破是，合资企业打破了原有零部

件供应商的限制，自主选择了国内在三电、智舱、智驾领域最有竞争

力的供应商。“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新能源市场，增强成本竞争力也

是各家车企的发力点，选择国内成熟、高效的供应链，是破局的更优

解。”潘建新说。

作为日产品牌首款本地化研发的新能源车型，在造型、感官品

质、智能化、舒适性等方面，如何才能打造出越级的竞争力？在广州

花都，东风日产的全价值链团队，展开了一场攻坚战。

“以日产全球技术和制造品质为根基，进一步整合中国本土新能源

研发优势，东风日产开创出‘GLOCAL（全球+本土）新模式’。”东风汽车

有限公司副总裁、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周锋介绍，东风日产正

以更敏捷的开发模式、更快速的开发周期、更贴近中国客户需求的智能

化装备，争分夺秒，让不少行业主流“黑科技”搭载到新车上。

据介绍，聚焦新能源车核心控制、动力总成和平台技术三大主

线，围绕智能架构、核心软件、AI 大模型应用，未来三年，东风日产研

发投入将超过 100 亿元，到 2026 年，投放 7 款新能源车型。其中，电

池底盘一体化技术、800V 超快充、超集成电驱以及大模型座舱、智能

底盘将陆续量产搭载，下一代轴向磁通电机、分布式驱动、半固态/全
固态电池等技术也将深入探索。

为此，东风日产今年将新招聘 600 名研发技术人才，中长期目标

是将开发团队的人员规模提升到 4000 人以上，真正实现以本土团

队、本土标准、本土生态赋能整车研发，实现新能源技术进阶，加快产

品端技术落地，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企业综合服务中心、“政策计算器”、涉企问题

高效闭环解决机制等改革举措成效显著。

浙江进入又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期，破解新的发展

难题，关键靠科技创新。坚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

中心，狠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看准机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浙江直面现代化先行必须率先突破

的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今年上半年，装

备 、高 新 技 术 、数 字 经 济 等 产 业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0.6%、8.7%、7.2%。

围绕建立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等，

浙江开展数据知识产权改革，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截

至 7月底，浙江已登记数据知识产权 7110件，占全国的 71%。

光线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自研软件瞄准图形渲染技

术，通过算法模拟真实世界，被广泛用于数字孪生等领域；

杭州玳数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搭建全域数据共享平台，帮助

用户突破“数据孤岛”困境，助企降本增效。浙江探索科技

成果“先用后转”机制。浙江云泰纺织有限公司试用浙江理

工大学的一项专利，成功实现转型升级，产值和利润保持

20%的增长率。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一张金名片。 2023 年浙江民营

经济贡献了全省 60%以上的生产总值。浙江坚持政策发

力、投资驱动、助企解难、环境优化，以更大力度推进民营

企 业 发 展 壮 大 。 正 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南 存 辉

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振了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信心，企业将自觉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

大局。蒲惠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克飞说，要

抓住改革机遇，发扬浙商“四千”精神，用新技术去开拓新

领域、新赛道。

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进共同富裕

中先行示范，浙江积极探索缩小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

距”的制度安排，共富工坊、医共体等 20 项典型经验在全

国推广。

已有的改革在不断深化，新的改革在不断推出……

浙江的全面深化改革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深入领会、扎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

重要讲话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的姿态，

勇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

新篇章。

（上接第一版）

“我们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植保无人机等先进技术设

备，种植过程全智慧化。平时，1500 亩园区只需要 17 名常

驻员工管理。”宁夏百瑞源枸杞产业基地员工潘广仁说。

枸杞是宁夏的一张名片。目前，全自治区枸杞产业直

接从业人员已达 27 万余人，人均年收入 3.6 万元。宁夏在

枸杞良种繁育、精深加工、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大力创新，

全国枸杞新产品新品类 90%以上由宁夏研发生产。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给宁夏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小枸杞做出新产品：枸杞酒、枸杞香薰等创新产品

受到年轻人青睐；

——贺兰山下美酒飘香：全自治区 60 多家酒庄的葡萄

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 1700 多项大奖；

——冷凉蔬菜含“智”量高：宁夏蔬菜良种覆盖率超

90%，提质增效技术覆盖率达到 80%……

宁夏枸杞、葡萄酒等“六特”农业产业持续高质量发

展。2023 年，宁夏一产增加值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居全国前列。宁夏各族儿女共同富

裕的基础愈发扎实。

交融互鉴：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之路

周末一早，宁夏吴忠市的早茶店里座无虚席，人声鼎

沸。各族群众围桌而坐，一边喝吴忠特色八宝茶，一边品尝

美食。

“你看这八宝茶，沙枣来自新疆，芝麻来自河南，茶叶、

桂圆来自南方，枸杞是我们当地有名的特色产品，这是一碗

汇聚各地特色食材的茶，象征着民族大团圆。”吴忠市商务

和投资促进局消费促进科科长丁学宝说。

宁夏，古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在此融合。

而今，宁夏各族群众共享美好生活。

各民族如何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合抱、相知相亲？

回望历史，这片热土写下许多民族交融的佳话——

西夏时期的瓷器上，绘制着中原地区的牡丹花图案；石

雕力士志文支座，则将唐宋雕刻特色和党项族风情巧妙融

合……在宁夏博物馆，一件件充满特色的文物吸引五湖四

海的游客驻足观赏。它们跨越千年，诉说着各民族相濡以

沫、交融互鉴的故事。

放眼当下，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宁夏随处

可见——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社区，各类活动室里热闹

非常：故事分享会、邻里课堂、舞蹈排练、少儿古诗朗诵……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很多居民前来参与。

在颐和城府社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近四成。“我们每

周都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各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到社区每一个人心中。”颐和城府社

区党委副书记腾婉露介绍，近年来，社区建立起党建引领民

族工作融入社区发展的治理新模式，打造石榴籽民族团结

主题公园、石榴籽爱心服务站等，让团结之花沁润人心。

社区，是城市中最活跃的“细胞”，也是民族团结、百姓

安居的重要场所。在宁夏，像颐和城府这样的互嵌式社区

已有 80 多个。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内，爱心理发、小家电租

借、老年饭桌等惠民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在吴忠市

利通区胜利镇，邻居节、睦邻百家宴拉近邻里距离，全镇

9 个社区每月轮流办集市，让赶大集的快乐推门可及……

各族群众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在社区共居共学、共建

共享、共事共乐。

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近年来，

宁夏大力挖掘红色资源，通过红色教育等形式，让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扎根于人们心中。

今年 4 月，一场持续 29 年的“百里徒步”获全网点赞。

自 1995 年开始，固原二中的初一、高一新生，都会在清明节

前夕徒步从学校往返任山河烈士陵园，通过这堂“行走的思

政课”重温革命精神，缅怀先烈。

在吴忠市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10 岁的女孩丁萱

为 参 观 者 进 行 了 多 场 讲 解 ，“ 这 份 经 历 会 成 为 我 的 宝 贵

回忆”……

夯基育苗、凝心铸魂。现在，宁夏所有市县区已全部创

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人们从内心深处育出

“团结花”。

生态保护：守好各民族永续发展之本

“ 最 新 踪 迹 ！ 宁 夏 贺 兰 山 雪 豹‘ F1’5 个 月 移 动 368
公里。”

一只雪豹的行踪，牵动着无数宁夏人的心。“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关注贺兰山的生态保护，雪豹群体的出现，标志着

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了新的成果。”宁夏贺兰山管理

局科研人员表示。

巍巍贺兰山、九曲黄河水，共同孕育了这片塞上江南。

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各族群众在宁夏宜居宜业的自然基础。

曾经，贺兰山里挖掘声隆隆，遍地矿坑。“那时山里的马

鹿、岩羊已见不到踪影。”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林场场

长温鹏天回忆。

2017 年，宁夏全面启动了贺兰山生态环境整治和修复

工作，先后完成了保护区内 169 处人类活动点的综合治理，

83 处矿业权全部退出，53 处工矿、农林牧、旅游等设施全部

拆除。自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

施以来，全自治区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56.48 万亩。2021 年，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入选全国生

态保护修复十大典型案例。

黄河流经宁夏 397 公里，守护好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宁夏任重道远。

漫步在银川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只见灌木青草郁郁

葱葱，岸边芦苇随风摇摆。“宁夏取缔封堵 58 个入河（湖、

沟）工业企业直排口，建设投运人工湿地 55 处，决不让污水

流入黄河。”银川市水务局水利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岳晓燕

介绍。

近年来，宁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关停沿河砂场、搬迁污染企业、退出养殖产业，入黄排

水沟全部纳入排污监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全部提标改

造。目前，全自治区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面消除，22 条

重点入黄排水沟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Ⅳ类以上，宁夏水土

流失面积减幅达 18.9%。

宁夏曾是中国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如何才

能治理好？

白芨滩，处于银川东大门位置，也曾是距离首府城市最

近的沙漠地带。1985 年，王有德被任命为白芨滩防沙林场

书记、场长。30 多年间，他和职工扎根林场，一点点试验出

麦草方格、骨干林带等治沙方法。

“有时候正值三伏天，沙漠里能达到 50 摄氏度的高温，

大家为了尽快完成效果实验，常常戴个草帽就在烈日暴晒

下行走。”王有德一边仔细打量露出芽尖的柠条，一边讲述

治沙的辛劳。当年，攀越百米高的沙丘时，脚踩在流动的沙

子上，走一步，滑下去半步，前进异常艰难。

通过几十年艰辛探索，如今，林场已焕然一新：白芨滩

自然保护区 148 万亩的沙漠拥有了超过 41%的森林覆盖

率，成功逼退沙漠 20 余公里，实现了真正的“人进沙退”，也

成为“三北”工程精准治沙、科学治沙的样板区。

“未来，要从娃娃抓起，让他们了解和热爱农业、林业和

治沙事业，把几代人经过奋斗形成的‘治沙精神’‘工匠精

神 ’传 承 下 去 。”站 在 白 芨 滩 林 场 的 沙 丘 上 ，王 有 德 语 气

坚定。

从“盼温饱”“求生存”，到“盼环保”“求生态”。宁夏各

族群众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守护好可持续

发展的“绿水青山”。

生活幸福：奏响各民族安居乐业之歌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马莲乡马莲村的地头绿意盎然。

“咱西吉的马铃薯吃着香得很，你尝尝！”马莲村村民苏

发强说，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各种冷凉蔬

菜，“我种了 5 棚早熟马铃薯，一年就能收入 5 万多元”。

马莲乡党委书记张志高介绍，除了种植马铃薯，马莲乡

选育引进各类蔬菜优良品种 200 多个，新技术普及率达

95%。通过“订单生产、基地共建、互利共赢”的联农带农机

制，马莲乡带动合作社和农户共同发展蔬菜产业，周边群众

每年户均增收达 2.3 万元。

在乡村，守家待地，田头兴旺；在城镇，小区楼下，就业

方便。

在固原市彭阳县白阳镇茹河街社区，今年 32 岁的马小

花在小区楼下的就业帮扶车间里，做起品控质检的工作。

“每天上班通勤不到 10 分钟，好着呢。”马小花笑着说，

这个暑假几位“宝妈”工友商量着加班赶工、轮流休假，趁假

期带孩子们外出旅游。

作为“十三五”时期彭阳县劳务移民规模最大、人口最

多的集中安置区，茹河街社区依托闽宁协作机制，为劳务移

民建起就业车间，稳定吸纳 100 多人就近务工，人均计件制

月薪约 2400 元，让更多的“马小花”们“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

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单体易地搬迁生态移

民集中安置区，总人口 23.5 万。几十年前，这里生态脆弱、

荒漠化严重。现在，荒漠戈壁上建成一座生态新城，“干沙

滩”变成了“金沙滩”。

幸福生活的图景里，医疗保障必不可少。

为满足宁夏南部山区群众的就医需求，解决当地居民

“熬”大病、“扛”怪病、转诊难等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

医院下沉医疗资源，与中卫市海原县政府共建宁南医院，已

接诊 187.78 万人次西海固地区患者，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超过 95%。

最近一个月，中卫市中宁县喊叫水乡卫生院的青年

医生吴海洋正在宁南医院参加培训。“在中医科我学会了

针刺、艾灸等技术，很有收获。”吴海洋说，自己希望培训

完继续扎根基层，为喊叫水乡的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

服务。

如今，宁南医院为宁南山区 31 个基层医疗机构的 708
人次医护人员提供了免费培训，让基层医生获得更多技术

支持和学习培训机会。

收入增加，身体健朗，积极生活的精气神也得跟上。

在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有一支平均年龄

50 多岁的农民合唱团。团员王小萍最爱唱的歌，唱的就是

村民们搬到红宝村的故事。

“刚开始唱的时候总忍不住哭。”王小萍说，“现在越唱

越起劲，心里也越来越敞亮。”

红宝村是宁夏第二批吊庄移民村，村民们从“苦瘠甲天

下”的西海固沟峁深处搬出，在黄河边的新家园拓荒地、战

风沙，建设起充满希望的绿洲。

“村民们唱了 5 年多，合唱团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加

油站’。”合唱团指导老师李震宏说，红宝村农民合唱团将

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合唱艺术紧密结合，

创作了《红彤彤的日子》《宁夏人最念党的恩》等歌曲，用

歌 声 记 录 吊 庄 移 民 的 奋 斗 故 事 ，赞 颂 来 之 不 易 的 美 好

生活。

如今，中宁县 12 个乡镇，个个都有农民合唱团。

画好最大同心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宁夏各族人民正

用实际行动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

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种子在塞上江南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徐元锋、陈振凯、吴雪聪、秦瑞杰、柴逸扉、朱

金宜，人民网记者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