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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身为桥

“ 欢 迎 大 家 关 注 李 镇 ，关 注 李 镇 不 迷

路，李镇带你上高速，大家一起跟我助力扶

贫助农公益直播之路⋯⋯”这是李辉钦直

播时，常常会说的一段开场白。

“上高速”的意思是让观众们看到闽宁

镇的高速发展，这也是李辉钦抵达宁夏前

未曾预料到的。

土 生 土 长 的 福 建 人 李 辉 钦 生 于 1989
年。2019 年 10 月，在福建厦门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工作的他作为福建援宁第 11 批挂

职干部，第一次踏上闽宁镇的土地。

大西北秋冬的萧瑟，让李辉钦有些不

适应，镇上一些闽南风格的建筑，又一下子

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

一些“挂友”、福建籍企业家以及闽宁

镇的干部群众主动和李辉钦交起了朋友，

带着他四处走访。

这让李辉钦对闽宁镇有了更多了解：

闽宁镇始于国家“三西”扶贫开发背景下的

“吊庄移民”工程。所谓吊庄，就是在异地建

立新的生产生活基地。

有人回忆，刚来闽宁镇时，自己住“地

窝子”——地上挖个洞，上面搭上椽子铺一

层塑料或者毡子，再铺上一层泥巴，天晴时

能住，刮风下雨就不敢住了。

闽宁合作，为宁夏的易地搬迁开启新

篇章。1996 年 5 月，国务院部署经济发达的

13 个省、市对口帮扶经济欠发达的 10 个省

（区），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随后，福建

省委、省政府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组长。

1997 年 4 月，习近平到宁夏调研，当走

到闽宁镇所在地区时，前瞻性地指出“这里

现在是干沙滩，今后将是金沙滩”，并提出

在这里设立一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简称

命名的移民开发区。闽宁村由此诞生，并逐

步实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蜕变。

山海相连

一如影视剧《山海情》里的场景，在中

央和区市县党委的领导下，始终怀揣着山

海之间的深情厚谊，搬迁到闽宁镇的一批

批 移 民 群 众 勠 力 同 心 ，先 后 建 成 教 育、卫

生、文化、体育等一批公共服务设施。

今年 28 岁的海燕记得自己 9 年前从固

原市原州区搬到闽宁镇原隆村的场景。政府

给她家分配了 50多平方米的安置住宅以及 4
分地的宅院。水龙头里哗哗流出的自来水让

祖祖辈辈都在吃窖水的海燕欣喜不已。

如今，闽宁镇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不

仅有了镇内“四纵五横”且外连省道高速的

交通网络，还有了电影院、星级酒店，以及

可以媲美城市的学校、医院。海燕的生活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让广大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脱

贫、能致富，闽宁镇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确定了闽籍企业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扶

持、内生动力提升、环境整治等援助项目。

银 川 姑 娘 徐 美 佳 在 2019 年 来 到 闽 宁

镇，创办禾美电商扶贫车间，借助新媒体平

台重点推介枸杞、红枣、葡萄酒等当地优质

产品。海燕抓住机会，和其他 50 多名留守

妇女一起应聘为车间工人。

从流水线上的包装工到操作电脑的电

商打单员、“闽宁巧媳妇”直播间里的带货

主播，海燕的身份在一年多时间里实现“三

级跳 ”。她的口头禅也从最初的“我不会 ”

“我不敢”变成了“我试试”。

海燕的故事，被李镇长带到全国各地。

面向镜头，她坦言：“虽然我叫海燕，但我以前

没有见过海，也没坐过飞机，直到跟着同事去

福建出差跑市场，才第一次见到了大海、第一

次坐上飞机，像燕子一样飞了起来。”

携手并进

海燕的“腾飞”离不来企业的“腾飞”。

但禾美车间负责人徐美佳直言，企业的发

展并非一帆风顺。

招聘时，徐美佳主动降低了招工门槛，

以至于不少员工得从识字学起。岗前培训

结束没多久，新冠肺炎疫情来了，又让刚刚

步入正轨的各项工作“偏航”。

援宁干部以及远在福建的合作伙伴适

时伸出援手，他们第一时间送来口罩等防疫

物资，并通过政府采购、设立扶贫专柜等形

式，丰富车间产品的销售渠道。更让徐美佳

感动的是，她每次到福建跑业务，听到最多

的话是“宁夏的亲戚来了，我们能做些什么？”

2020 年一年，闽宁禾美电商扶贫车间

的营业额达到 1000 万元。在创造经济效益

之余，让宁夏特色风土人情、闽宁镇的文化

旅游、扶贫之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有感于这种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来

自福建的青年企业家金昌曦也在闽宁镇开

启新的事业版图——菌草业。

早在 1997 年，《山海情》里凌一农教授

的“原型”——国家菌草工程研究中心首席

科 学 家 林 占 熺 就 和 工 作 队 员 一 起 跋 涉 千

里，带着 6 箱菌草草种，在固原市彭阳县进

行了试种，随后又转战闽宁镇进行产业化。

从培养料的调配、上料、覆土、采菇每个环节

对农户进行手把手、人对人的指导，自此，荒

滩戈壁，尽染新绿，菌草迎风，翻滚波浪。

金昌曦想做的则是让现有产业提质增

效——不仅不和农民竞争，还要为他们提

供更多就业岗位。

为此，金昌曦又在多位专家的帮助下，

引进新品种、改进种植技术，壮大规模化、生

态化、设施化、自动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

也主动作为，通过“全程

式、跟 踪 式、保 姆 式 ”服

务 ，为 金 昌 曦 及 其 合 作

伙伴争取到一系列优惠

政策。而今，由其创办的

君鑫胜（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正式

投产。110 个温棚里，百万个菌棒每天源源

不断产出平菇、香菇、羊肚菌，撑起了闽宁

镇移民群众的致富路。

不负韶华

“你从八闽大地走来，带着海风，带着

温暖；几回回梦里回到六盘山，闽宁情谊

割不断⋯⋯”这曲流传在宁夏的新花儿，

道出了当地老乡对援宁各界人士的朴实感

激之情。

有资料显示，自 1997 年以来，福建省

先后选派 11 批 183 名援宁挂职干部，派遣

科技、教育、医疗等专业技术人员 2000 多

名，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3.69 亿元，支持建

设闽宁镇和 110 个闽宁示范村，近 60 万贫

困群众从中受益。

不遗余力的“输血式”扶贫之外，卯着

一股劲儿苦干实干的闽宁镇群众也不断提

升自己的“造血”能力。

“ 核 心 是 自 立 自 强 ， 同 时 要 善 于 学

习。”宁夏兰闽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浩告诉记者。他是一名来自西海固的

90 后回族青年，通过闽宁劳务输出培训

工 程 ，2009 年 他 来 到 福 建 务 工 ， 淘 到 了

人生中第一桶金。

2014 年 ， 王 浩 回 到 闽 宁 镇 ， 投 资 了

一家厨卫店，凭借着直接从莆田一些厂家

拿货的优势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王浩的

生意越做越红火，经营范围也延伸到了物

业管理。

疫情期间，王浩和他公司的 20多名员工

配合镇政府，为闽宁镇新镇区 2310户居民提

供诸多生活服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我还想在小区开 24 小时便利店，安

装一些共享饮水机、洗车机、充电桩⋯⋯”

王浩眼下还有很多计划。

年轻的闽宁镇同样展现着自己朝气蓬

勃的面貌。平均年龄仅有 25 岁的 42 名网格

员主动组成一支青年服务队，入户走访、解

读政策、因需施策。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志

愿 者 也 从 金 融 服 务 、就 业 创 业 、 医 疗 卫

生、公益慈善、乡风文明 5 个方面出发，

助 推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效衔接。

无 时 无 刻 都 澎 湃 着 的 青 春 活 力 也 让

李辉钦充满干劲，结束 1 年挂职后，他又申

请在闽宁镇多待 1 年。他筹划着，在闽宁镇

武河村举办桃花节，在福宁社区打造美食

一条街，至于“李镇长赞闽宁”的直播间，

他也希望有团队将其继续运营下去 。“我

热爱这片土地，宁夏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李辉钦说。

闽宁样本：山海携手 荒滩变热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李镇长赞闽宁”，是闽宁镇挂职副镇
长李辉钦几经斟酌后选用的网名。2020年
5月，该账号开播，推介宁夏当地土特产，

“赞”也成为李辉钦收到最多的反馈。
闽宁镇，这个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命名，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组合而
成的塞北小镇，“赞”同样伴随着它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进程。

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闽宁镇的贫困
发生率高达95%。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自诞
生之日起血脉基因里就被植入脱贫致富希

望的闽宁镇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下、在福
建省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援下，逐渐探索出一
条政府引资、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新
路子。

2020年，闽宁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14961元，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

闽宁镇，见证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以闽宁协作为代
表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成为中国特色开
发式扶贫的一大创举和成功典范，为人
类减贫事业贡献着中国经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从渤海之滨到塞上江南，从一位科

研工作者变身“职业农民”，宁夏瑞信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迟宏伟从未后悔

过自己的选择。他甚至主动担纲贺兰县

习岗镇和平村的科技村主任，免费为周

边农户提供种植技术咨询。

2018 年 3 月，在第十六届中国草莓

文化旅游节上，瑞信农业出产的“吖美果

果”草莓荣获全国金奖。这让迟宏伟连连

感慨：“我来宁夏当农民当对了。”

然而，跨越山海，这名 80 后想要追

求的不仅是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内心深

处，还有着更加“宏伟”的目标——以种

植为根基，以休闲观光采摘农业为抓手，

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

当然，这不止是迟宏伟的目标，也是

许许多多希望推动宁夏地区高质量发展

年轻人的目标。

现代农业跑出“加速度”

迟宏伟为宁夏种植业带来了科技创

新的新动力。

自 2017 年 5 月，接手瑞信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确定草莓为“拳头产品”后，迟

宏伟就与辽宁省草莓研究院合作，引入

草莓立体无土栽培技术，同时聘请多名

专家跟踪指导。

通过采用立体基质种植，购置大型

灌 溉 水 处 理 设 备 ，引 入 LED 生 物 补 光

灯、二氧化碳发生器、低温冷诱导育苗等

技术，瑞信公司种植的草莓取得绿色食

品认证、频频获奖。

小试牛刀，反响不错。这让迟宏伟更加

坚信自己“南果北移打造品牌”的发展理念。

为 此 ，他 再 次 化 身 桥 梁 ，与 宁 夏 大

学、宁夏农科院及辽宁农科院果树研究

所展开合作，引入大樱桃限根栽培技术、

水肥技术，解决了银川地区土质偏碱性

对大樱桃种植不利的问题。

一套农产品二维码质量跟踪溯源体

系得以建立，让每一份瑞信果蔬都有了

“出生证明”。在保证品质的同时，提升了

产品的溢价空间。

迁徙而来的水果，不仅丰富了当地

人的“果篮子”，也让迟宏伟看到了新的

商 机 。他 举 例 ，火 龙 果 的 花 只 在 夜 晚 开

放，第二天就闭合了，北方人很少见到。

因此，会有很多家长冲着这份新奇的体

验带孩子来观赏。

抓住机遇，迟宏伟不断丰富农场的采

摘品种，延长采摘期，将农庄变成了一个集

亲自采摘、研学体验、涉农教育等于一体的

休闲观光点。在卖农产品，卖体验、卖风景，

引导农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

跨界融合，为农业发展带来新动能。

如今，迟宏伟的农场正朝着“有看头、有说

头、有玩头、有赚头”的“四有”目标稳步前

进，而被打上“绿色”“无公害”“纯天然”“自

然农法”“鲜活直达”等标签的农副产品也

成为周边农户致富路上的“金蛋蛋”。

工业转型“老树”开新花

求新、求变，为行业发展按下“快进

键”，同样是宁夏苏宁新能源设备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赵文峰的追求。

2020年 11月，年仅 33岁的他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份荣誉超出了赵文峰

的想象。他坦言，2008年，刚从一所专科院

校毕业的他还面临着无法就业的窘境，在

老乡的介绍下来到石嘴山只是无奈之举。

尽管石嘴山曾产出宁夏的第一吨煤、

第一度电、第一炉钢，被誉为宁夏工业的

“摇篮”，但随着煤炭资源日益枯竭，这里的

GDP断崖式下跌，生态环境脆弱难耐。这让

看惯繁华都市的赵文峰不免气馁。

怎么办？必须持之以恒打好改革创新硬

仗。在当地政府细摸“家底”，厘清城市发展的

环境之殇、产业之困和历史包袱，逐步开启转

型之路时，赵文峰也卯着一股劲儿提升自己。

从最基础的机床工作做起，赵文峰

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学习铸造知识和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相关知识，并在公司转型

的关键时期，主动请缨参与了数个技术

难题及科研项目。

在“ 整 铸 耐 磨 中 部 槽 ”项 目 研 发 期

间，他率先提出以消失模整体铸造工艺

代替传统铸焊工艺的研发思路。

但因为成本、技术掌握难度高等原

因，不少老师傅对这一创新持“观望”态

度。赵文峰只能带着两名年轻的技术骨

干先行摸索。用牛皮纸画图，裁剪下来进

行组装，再用电脑软件进行推演。赵文峰

直言，一度他做梦的内容都是自己做设

计做吐了。

三年磨一剑，产品终于一次性浇铸

成型，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技术痛点，

共获得 22 项国家专利。同时，大部分产品

作为核心部件配套在国内煤机知名企业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超重

型刮板输送机上，产业化成效十分显著。

青年梦想与时代发展同
频共振

从一名普通的龙门刨车床操作工到

公司副总经理，赵文峰带领他的团队攻

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帮助企业从

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如今，他仍在力促公司向智能

化、信息化、绿色化转型。

依托于像赵文峰这样的青年人才，

石嘴山的工业发展，在一次次起跳中，实

现 了 从 单 薄 贫 弱 到 集 群 前 行 的 震 撼 飞

跃，告别了煤炭工业“一柱擎天”的产业

格局，步入高新技术产业、新材料、先进

装备制造、电石化工、多元合金为主导的

多元化工业体系。

与此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成为越

来越多创业者的理想之地。

留英博士沈俊创办宁夏胜蓝化工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带领研发团队结合化

学、化 工、环 境 领 域 等 相 关 问 题 进 行 研

发，先后与宁波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

所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旅日博士张学锋则带着项目落户石

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小企业科技

孵化园。他说，自己此前考察过国内 5 个

城 市 ，这 里 的 条 件 更 适 合 他 创 新 创 业 。

“既有免费使用的厂房和水、电、暖，还能

享受科技研发、科技创新券、专利奖补、

技术交易资助等扶持政策。”

自 2016 年 成 立 以 来 ，杉 杉 能 源（宁

夏）有限公司每年投入上千万元的科研经

费，用以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基础研究以

及实验室器材更新等。这份付出取得丰厚

回报，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先后申请国家

专利 9 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5 项。

汇聚青年力量，打造人才高地，营造

双创氛围，俨然已经成为宁夏新旧动能

转换的加速器，对宁夏经济持续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来自宁夏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

宁夏全区生产总值达3920.55亿元，比上年增

长3.9%。经济运行稳步回升、持续向好，主要

指标增长好于预期，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转型

升级加快推进，质量效益明显改善，民生保障

更加有力，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步伐。

年轻人步履不停，一如既往地与这个

充满机遇的时代同频共振。采访中，赵文峰

说，他愿化作点滴之水，不忘初心、汇入地

区发展的洪流中。

年轻人按下产业发展“快进键”

扫一扫 看视频

从贫困山区靠天吃饭转变为引黄灌区机械化的劳作方式，闽宁镇木兰村苏海荣（宁夏西吉移民）种植的 4 亩小麦收成每年都能有保证。 李 鹏/摄（资料图片）

石 嘴 山 产 业

转型升级。

闽宁镇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