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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灵武市以创建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县和自治区乡村
全面振兴样板区示范县、银川
市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市为引
领，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镇，
全面夯实乡村振兴示范之基，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塞
上江南”图景接续展现。

插上科技“翅膀”
助力特色现代农业腾飞

贺兰山下、黄河岸边的灵
武市，近年来在沃野田畴上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串起了塞上
城市的特色产业链，规模化、
产业化、科技化成为亮点。

1月3日，在灵武市崇兴
镇崇兴村特色采摘园内，农
户轻点几下手机，一声轻响，
面前温棚的“保温被”开始缓
缓上升。大棚内的电子屏上
显示，户外温度为零下10摄
氏度，室内温度为零上 13.9
摄氏度。

“现在有了这科技大棚，
天气再冷也不会影响到作物
生长了。”崇兴村党支部书记
张金忠说，每逢进入冬季，特
色采摘园内的番茄最怕的便
是骤然降温和极寒天气。一
旦日光温棚的温度达不到要
求，就会影响到番茄等作物的
生长。

去年崇兴村和宁夏新起
点现代农业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在特色采摘园内搭建
起智能日光温棚。“这是我们
研发的第三代智能日光温棚，
墙体内填充的是蓄热块。”宁
夏新起点现代农业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鑫介绍，
蓄热块里面的主要成分是“固
体废物”之一的粉煤灰。将

粉煤灰作为温棚墙体填充材
料，不仅能有效降低蓄热块
制作成本，实现温棚有效蓄
热，也能相应地降低固废处
置成本。

除了在材料把控上钢网、
保温层、“保温被”等有标准参
数要求外，该公司采用的电子
脉冲主动蓄热系统，还能将棚
内中午温度超过零上23摄氏
度的空气蓄存到温棚墙体
内。“常规温棚冬季需要保温
设备，会增加额外成本。而我
们的电子脉冲主动蓄热系统
可以把这笔成本省下来。”金
鑫说，“大棚内的智能环境采
集监测系统，则会将空气温
度、湿度、土壤含水量、土壤温
度、光照强度等数据通过采集
终端进行汇聚和无线传输，为
大棚使用者进行实时监测提
供基础环境数据。”

越来越“聪明”的温棚成
了村民增收致富的“聚宝
棚”。张金忠算了笔账，特色
采摘园内按照一栋大棚1.1亩
面积计算，能收获约7500公
斤番茄；按照每公斤5元收购
价，5栋大棚实现18.7万余元
收入不成问题。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
科技现代化。近年来，灵武市
大泉林场以科技创新推动长
枣产业供给侧改革，在全国首
创了灵武长枣根域限制栽培、
移动栽培、东西行向高垄升温
栽培模式，成功研发出设施灵
武长枣提前上市、延后上市综
合配套技术，实现了灵武长枣
鲜枣错季生产、全年供应。

去年9月，中国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批复成立195家科
技小院，大泉林场的“宁夏灵
武长枣科技小院”名列其中，
成为继“宁夏灵武奶牛科技小
院”之后灵武市第二个国家级
科技小院。

牛奶业是宁夏的“六特”
产业之一。灵武市近年来高
标准规划建设总面积149平
方公里的现代养殖基地，建成
全区功能最全，集生鲜乳生
产、疾病防治、饲料检测和种
子工程培育等为一体的奶牛
服务中心、消杀防疫站、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厂、畜禽粪便
无害化处理厂、污水处理厂、
进口动物隔离场、大数据中心
等配套场景。目前，已入驻养
殖企业103家，投产奶牛企业
60家，存栏奶牛19.4万头；新
增就业4500余人。

引注人才“活水”
拓宽就业渠道助农增收

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从
“靠经验”变成了“靠科技”，许
多新型职业农民也因此获得
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没想到我一个农民还能
评上职称。”宁夏夏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建军说，
获评农艺师职称不只是荣誉，
也是其前进的动力。2018年，
李建军在灵武市郝家桥镇泾
灵村流转了800多亩沙土地，
建设超大跨度连动拱棚，带领
泾灵村村民开展特色蜜瓜种
植，并通过几年发展打造了规
模化蜜瓜生产基地。如今，因
品质好、耐储存，基地里的蜜
瓜畅销北上广等一线及新一
线城市，还出口东南亚等海外
市场。

据了解，灵武市通过为乡
土人才评职称、评技能等级，
让各类人才“有帽子”“有面
子”。在农民职称评审上，该
市打破学历、论文、身份、年龄
等限制，重点看参评者能否引
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
带动群众致富。

“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人
才。为农民评职称只是第一
步，如何让他们在乡村振兴中
发挥‘领头雁’作用，提升更多
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能
力和素质，培养造就新型职业
农民队伍才是关键。”灵武市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市将持续推进高素质农民职
称推荐评审工作，积极挖掘农
村专业技术人才，为破解乡村
振兴人才瓶颈、拓宽引才之路
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
灵武市坚持拓宽人才自主
培养之路，持续推进人才培

育“六项行动”，充分发挥灵
武职中培育高技能人才摇篮
作用，紧盯产业发展需求科
学设置课程，创新开设畜牧
兽医、现代纺织等特色专业，
积极搭建产教融合平台，促
进职业学校和企业联结、与
行业联合、同园区“联姻”，全
面推行学徒制、订单制农业
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校内外
实训基地85个。同时，灵武
市持续推进导师帮带机制，
创新“农学交替、弹性学制、
送教下乡”办学模式，重点围
绕种植、养殖等产业发展需
求，打造石坝村“党员先锋农
场”等实用技术培训基地22
个，培育高素质农民2599人，
有效破解了农村技能人才
瓶颈，积蓄了产业发展人才

“活水”。
现在，灵武市的乡村增加

了大量现代化农业设备，农民
掌握了更多先进技术和营销
技能，车间、农田、直播间里一
派繁忙景象。

为幸福加码
打造文明宜居和美乡村

这几年，灵武市在临河镇
红柳湾村附近布局建设了临
港工业园区。为方便村民就
业，红柳湾村委会一方面了解
村民特长，一方面了解企业需
求，有针对性地推荐村民到合
适的岗位工作，截至目前已成
功推荐200多村民到蒙牛、中
粮、艺虹等企业入职。

为村民创造、提供工作岗
位，只是灵武市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
一个缩影。

灵武市东塔镇黎明村村
民杨斌时常沿着家门口的乡
村小路遛弯。看着村子如今

的新面貌，他总会由衷地感
慨：“过去很多围墙都是东倒
西歪的，有的甚至用木棒支撑
着，很危险；居住环境乱糟糟
的，看上去也不美观。和美乡
村工程实施后，村子大变样，
我们的生活也更加美好了。”

全村人居环境的“细梳
妆”，换来了村庄内外的“高颜
值”，这让许多像杨斌一样的
村民幸福感倍增。去年，黎
明村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先
后对70户村民家的老旧围墙
进行了改造，新建门垛68个、
更换大门65个、明渠改造600
米，并进行了入户景墙建设、墙
体美化、花池小栅栏围挡建设
改造等，村容村貌发生了美丽
蝶变。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
灵魂所在。近年来，灵武市
充分发挥市、镇、村 94 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阵地和384支志愿服务队作
用，将移风易俗贯穿于文明实
践活动之中，大力开展“文明
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选树先
进典型 660 名，营造了户户
争创典型、人人争当模范的
良好氛围。

同时，灵武市以“四送六
进”文化惠民演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专线宣讲等特色活动
为载体，大力开展“推进移风
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主题活
动；举办“村规民约大讲堂”

“移风易俗结对共建”等各类
活动410次；举办“崇德尚俭
为爱减负 移风易俗倡树新
风”2023年灵武市集体婚礼暨
金婚盛典，以集体婚礼的形式
奏响婚嫁新风主旋律，全面推
动移风易俗工作落地落细落
实。（图片由灵武市委宣传部
提供）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

拓路强基蓄能拓路强基蓄能 业兴村美民富业兴村美民富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乡村蜜瓜日光温室大棚外景鸟瞰。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村的智慧日光温棚

里，农户正在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