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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宁镇产业园区的中银绒业公司车间闽宁镇产业园区的中银绒业公司车间

电视剧电视剧《《山海情山海情》》中的地窝子中的地窝子，，就是就是2020世纪世纪9090年代年代
宁夏吊庄移民在戈壁滩上挖出来的宁夏吊庄移民在戈壁滩上挖出来的““房子房子””。。

在在《《山海情山海情》》 剧中剧中，，赵鸿参演了赵鸿参演了8080多场戏多场戏，，图为在图为在
他经营的宾馆大厅他经营的宾馆大厅，，挂满了他和剧组演职人员的合影挂满了他和剧组演职人员的合影。。现在的闽宁镇现在的闽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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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山海情》，让全国人民记住了闽宁镇。
闽即福建，宁即宁夏。福建与宁夏，一个在我国
东南沿海、一个在我国西北内陆，相隔千山万
水。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闽宁两省区山海
牵手、亲如一家、情如兄弟。

闽宁结缘，缘于习近平同志亲手开启的闽
宁协作。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
同年10月，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
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
立。5 个月后，带着闽宁扶贫协作的使命，
习近平同志率团到宁夏，深入贫困地区考察，为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作出顶层设计。自此，闽宁两
省区展开了一场倾情帮扶，也创造了我国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典范。

闽宁镇的前世：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今年32岁的沙金龙是闽宁镇的第一代移
民。

在搬迁到闽宁镇之前，他的父母在宁夏固
原市西吉老家种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老家
山大沟深，十年九旱，庄稼收成没有保障，吃水
要走十几里山路去挑，日子过得很难。”

1990年10月，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两
县的1000多户百姓，搬迁到首府银川市近郊的
永宁县境内，建立玉泉营、玉海经济开发区，这
是闽宁村的前身。沙金龙跟随父母从大山里走
出来时只有1岁。

“听父母说，他们刚搬到闽宁镇时，见到的
是一片荒芜的‘干沙滩’。几乎没有绿色，到处都
是一堆一堆的小沙丘。最魔幻的是，到了晚上，
一场风过去，这个小沙丘就会转移，或者合成一
个更大的沙丘。可是比西吉老家而言，还是要好

一些。”沙金龙说。
20世纪80年代，闽宁村是贺兰山东麓洪积

扇上的一片戈壁滩，虽说距宁夏首府银川市仅
几十公里路，但自然环境却有天壤之别。从空中
俯瞰，黄河从此处穿境而过，在带来充沛灌溉用
水的同时，也裹挟着沙石于此淤积。

初来乍到的移民试着耕种，但在沙地上种
田，让他们倍感拓荒之难。沙金龙的父辈们发
现，这里土壤沙砾层厚，连钢锹都插不下去，别
说种庄稼了。开好一片地，得用筛子把沙砾一点
点筛拣掉，留下的土壤才能耕种，“一方水土养
活不了一方人”就是闽宁当时的真实写照。

对于当时艰难的耕作环境，《山海情》中马
得福的原型之一，今年春节刚刚退休的原闽宁
镇福宁村老支书谢兴昌感慨颇深，“当时的戈壁
滩从来都是一眼望不到边，春天里整天刮沙尘
暴，刮得伸手不见五指，夏天晒得能看见蒸腾的
热浪，冬天干冷干冷的。”

在谢兴昌和闽宁村村民的记忆里，1997年
前的闽宁村铭刻的几乎都是干旱和绝望。

东西部协作：
“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泾河是渭河的第一大支流，它发源于宁夏
南部山区六盘山东麓。

1997年4月，宁夏泾河源头，一群来自闽江
河畔的客人在田间地头农户庭院驻足观看，从去
年的收成到今年春天的口粮，事无巨细详细问，
眼光里充满了关心与热切。贫困了几代的宁夏山
区群众，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命运从此将会与
2000多公里外的另外一个省紧密联系起来。

这群客人，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
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同志带队，从
同心县到海原县，从西吉县到隆德县，一路调研、
思考、谋划，两省区对口扶贫协作的序幕就此拉
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就此启动。

老支书谢兴昌也是闽宁镇第一代移民。
1997年底，他带着全家老小、全部家当搬到

闽宁村。他搬出山沟沟来到这里的决心，源自时
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在闽宁村奠基仪式上
的一封贺信。他看完，觉得这里有奔头。

1998年，搬出来的第一年，谢兴昌在闽宁村
改造的沙地上种的玉米能产八九千斤。那一年，
闽宁村搬来了300多户村民，怀揣希望在这里安
家落户。

那一年，福建省给闽宁村派来了专家、教授，
教移民种植蘑菇等技术。从打棚、制菌，挨家挨户
手把手地教，直到蘑菇卖了，专家们才走。谢兴昌
回忆，村里300个蘑菇棚，最不行的也收入了七
八千元。

2001年，闽宁村改成了闽宁镇。谢兴昌安家

的地方，改名为福宁村，遍布宁夏的160个闽宁
示范村镇都有着类似的名字，石狮镇、南安村、惠
安村、泉港村……他念叨着，最开始住土坯房，后
来换成砖瓦房，再后来换成板房，到如今二层小
洋楼，不过是20多年间的事。

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如今的“金沙滩”。
2016年7月，在宁夏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看
到闽宁镇的喜人变化，“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
他说：“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
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

23年来，闽宁镇从最初8000人发展成现在
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移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搬迁之初的500元跃升到2020年的14960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600万元，走出一条东西协
作的脱贫之路。

2021年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
记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奖
章，闽宁镇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一滴水流入戈壁荒滩，可能瞬间就会消失；
千万溪流涌入沙漠，却能再造一个绿洲。岁月无
声，山海有情。是无数滴水、无数个人的齐心协
力、前赴后继，书写了闽宁镇的发展故事，成就
了今日中国的脱贫奇迹。而那种从土地里生长
出来的韧劲和力量，必将激扬更多的梦想，激励
更多的奋斗。

闽 宁 镇 的 前 世 今 生
本报记者 范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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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 最后
一 集 中 ， 涌 泉 村 终
于 全 村 搬 迁 到 了 闽
宁镇。“村里第一人
精 ” 马 喊 水 播 送 完
最 后 一 条 广 播 后 泣
不 成 声 ， 为 这 个 百
年 村 庄 画 上 了 “ 句
号”。这部以 20 世纪
90 年 代 “ 闽 宁 模
式 ” 为 主 题 创 作 的
扶 贫 剧 ， 直 戳 观 众
泪点，圈粉无数。

岁 月 无 声 ， 山
海 有 情 。 宁 夏 和 福
建 ， 两 个 山 水 相
隔 、 遥 遥 相 望 的 省
份 ， 因 为 东 西 部 扶
贫 协 作 和 对 口 支 援
的 政 策 ， 成 就 了 一
段 跨 越 山 海 的 深 厚
情谊。

宁 夏 是 我 国 扶
贫的主要阵地，助
力脱贫攻坚一直是
自治区政协关注的
重点。记者梳理发
现，这是一场连续 7
届自治区政协、近
40 年聚力扶贫攻坚
的“接力赛”。

自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自治区政
协每届领导都非常
重视扶贫问题，经
常深入西海固地区
调 研 、 访 贫 问 寒 。
五届自治区政协副
主 席 杨 辛 去 世 后 ，
家属按其遗愿，给贫困地区孩子捐赠了书
包等学习用品。1994 年，六届自治区政协
邀 请 时 任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钱 正 英 等 水
利、农业专家来宁夏考察指导工作，提
出 在 宁 夏 红 寺 堡 建 设 扶 贫 扬 黄 灌 溉 工
程，解决 100 万人口的贫困问题的构想。
后来，这项被称之“1236”的工程很快
被列入国家计划并开工建设，被誉为政
协参政议政典范。

为解决宁夏贫困人口过快增长问题，
2001 年七届自治区政协建议通过经济奖
励，提倡和鼓励贫困山区农村一对夫妇少
生一个孩子。少生快富工程的实施，使

“西海固”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2000 年
的14.44‰下降到2018年的8.69‰。

2005 年，在八届自治区政协的倡议
下，“宁夏政协兴华成才助学金”设立。助
学金先后资助 830 名家庭贫困的优秀学子
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自治区政协还发挥人
才优势，先后就扶贫中的重大问题前瞻性
地开展课题研究。

西海固地处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核心区，扶贫中的共性问题需有关省区
联手解决。十届自治区政协倡议，陕甘青
宁 四 省 （区） 政 协 联 合 扶 贫 。 2015 年 7
月，六盘山片区陕甘青宁四省 （区） 政协
主席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宁夏召开。会
议成果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批
示，一批事关四省区发展大局的项目列入
国家“十三五”规划，一批关系精准脱贫
的利好政策得以延续和实施。

2019 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能否
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成为十一届自治区
政协当年首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的议
题。3个月时间，自治区政协 9位副主席带
队，分赴“五县一片”深度贫困地区和脱
贫摘帽县区及部分移民村，走访 55 个乡
镇、124 个行政村、1400 余户农户，发放
及收回问卷 760 余份，提交政协常委会会
议书面发言 37 篇，10 名政协委员作了大会
口头发言，为自治区稳定可持续脱贫贡献
了政协智慧。

一曲 《山海情》，一部脱贫史。不能
忘记的是，这段艰难亦辉煌历史中，也
有着政协人持之以恒、不懈奋斗的倾情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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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年伊始，一部讲述宁夏“西海
固”脱贫故事的电视剧《山海情》火爆大江
南北。剧中的取景地闽宁镇，变成网友打卡
地。如何乘势打造“闽宁镇山海情影视文化
旅游村”，为宁夏全域旅游注入新活力？除夕
前两天，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紧急召开了一
场协商会。

微信群里聚共识

“《山海情》吸引了全国电视观众对宁夏
的关注。这是个宣传宁夏的好机遇。如若能对
剧中道具集中收集，对拍摄中的花絮故事精心
整理，推出一些好策划，形成体验式情景旅游
专题项目，对推动宁夏的区域旅游能起到很好
带动作用……”

2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蔺银
生在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群发出
的这条消息，引起了委员们的关注和共鸣。

《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宁夏
西海固贫困群众在政府号召下移民搬迁到贺兰
山脚下的闽宁镇，在福建援助下改造荒滩、开
拓家园的奋斗故事，是一部中国式脱贫的真实
写照。

委员们认为，这部主旋律电视剧之所以能
够打动人心，是因为它描绘出了最真实的脱贫
攻坚场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的贫困
山村群众怀揣着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拼搏奋
进，散发出人性的美好光辉。

这条消息被群里一位叫“老许”的群友注
意到。当天晚上，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主任宋建钢接到了“老许”打来的电
话。“老许”姓许名宁，是自治区发改委主
任，今年1月份刚刚被选举为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对经济建设规划异常敏感的许宁认为，这
是一个难逢的机会。电话里，他和宋建钢达成
共识：抓住热播机遇，建议自治区政协尽快召
开协商会议，助力建设“闽宁镇山海情影视文
化旅游村”。

说干就干。2月9日，宋建钢、电影电视
剧出品人杨洪涛、宁夏文史馆馆长张锋、知名
作家郭文斌、宁夏教育电视台副台长王娟等委
员齐聚政协，协商会如期举行。

建言献策“山海情”

“《山海情》热播后，闽宁镇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注意，先后有三个剧组入驻闽宁镇。”

宁夏永宁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周永平全程参与
了电视剧的拍摄协调工作。他介绍，为进一步扩
大闽宁镇的影响力，发展乡村游，永宁县决定在
闽宁镇建设影视旅游基地，目前不少旅行社已经
深入闽宁镇，开发旅游线路。

谈到闽宁镇近段时间的变化，当地人赵鸿深
有体会。他不仅在《山海情》中扮演了村民马
洪，还是这部剧的民俗顾问。赵鸿说，最近，不
少市民及游客慕名而来，到闽宁镇打卡拍照。还
有几位来自陕西西安的游客，专门开着房车来闽
宁镇感受风土人情，“我还临时当起了导游，带
着外地游客在闽宁镇好好转了一番。”

“不少委员都建议把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转化
成宁夏的文化旅游资源。”宋建钢卸任自治区文
化旅游厅厅长尚不足一个月，对于旅游项目的规
划实施有不少“实战”经验。如何打造“闽宁镇
山海情影视文化旅游村”，他认为，首先闽宁镇
的上级单位永宁县要加紧落实基地涉及的土地问
题，其次是要尽快落实基地建设的投资主体和经
营主体，关键是要把好主旋律，把好方向。

杨洪涛委员是宁夏文联主席、宁夏电影集团
董事长，还是国家一级导演，曾担任多部影视剧
作品的出品人、总制片人、总导演。他认为，基
地建设起点要高，起步要快，还应特事特办。

“起点低，游客参观后会大失所望，对将来的发
展不利。起步慢，不特事特办，热播期过去，就
很少有人会再关注闽宁镇。所以，一定要加快速
度！另外，如果需要，我们电影集团也可以作为
投资建设方。”杨洪涛直言快语。

“这部电视剧见证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历
史。”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职副
主任刘劲松委员认为，要更好地结合旅游和扶贫
的关系，把基地打造成党员干部培训、影视拍摄
及后勤服务、市民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影视旅游
基地。他建议，进行长期性的规划和开发建设。
同时，在选址上，要绝对避免和贺兰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发生冲突。

蔺银生委员建议，最大程度真实还原《山海
情》场景，对剧中所用道具进行先期收集。

“时间紧，任务急。”委员们达成共识，要
紧抓机遇，特事特办，尽快上报建设方案，协
调落实土地，联系确定投资和经营主体。同
时，要全面提升闽宁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紧
紧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商、养、
学、闲、情、奇”旅游12要素，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软件服务水平，并结合全镇各
村特色，打造一村一品，助推闽宁镇文旅融合实
现新发展。

共谱共谱““山海情山海情””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就—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就““闽宁镇山海情影视文化旅游村闽宁镇山海情影视文化旅游村””建设协商建言综述建设协商建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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