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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凯华

行走在河东大地上，处处可见活力
涌动、景美人和、诗意栖居的美好景象。

一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注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持续补齐民
生短板，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一项
项民生工程竣工、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
都化作一份份温暖人心的民生清单，为
民生“加码”、为幸福“加速”、为生活“加
温”。

激活，打通城乡共富经脉

为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方
便农村居民寄递快件，近年来，我市聚焦

“一年通服务、两年提能力”的总体要求，
建立健全“市级负责、县级落实”的工作
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
补贴效益，深入开展农村寄递物流服务
全覆盖提质工程，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
设，满足广大村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您好，帮我拿下快递……”近日，走
进新绛县三泉镇南社村邮政快递服务
点，工作人员王爱玉熟练地取件、扫码、
出库，村民有序取走自己的快递。

王爱玉经营着一家茶叶店，她在店
旁设立了邮政快递服务点。“目前，每周
可以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单快递，
每单快递由邮政部门补贴几毛钱。”王爱
玉介绍。

这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探索。走
入临猗县北辛乡，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果业货运部、代购代销点及各种快递驿
站随处可见，一个小乡镇能承载如此多
的物流寄递网点，离不开周边的“致富
果”。据了解，2023 年，我市新建 3 个县
级仓配中心、27个乡镇综合服务站、241
个行政村便民服务点。市商务局统筹协
调指导各县（市、区）积极申报农村寄递
物流补贴，共对约825万笔订单补贴825
万余元。

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农
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
送。这不仅是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
里”的创新举措，还是进一步实现城乡高
效流通的有效路径。

此外，我市还加快推进基层义务教
育共同体建设，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城
乡间不断流动；推进覆盖各乡镇的基层
卫生院全面转型，预支配套的39个乡镇

（街道）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程，开工建
设的项目超30个，到2025年，将实现全
市147个乡镇（街道）全民健身中心全覆
盖；率先实现全域公交一体化，“城际网、
市县网、城镇网、镇村网”4个层级的公交
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深化城市文化空
间建设，遍布城乡的城市书房和农家书
屋，成为群众常去的网红地……这是河
东百姓的“小确幸”，也是城乡融合路上
久久为功的“大民生”。

攻坚，聚焦群体急难愁盼

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是
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小切口”
破题，新打法解题。我市通过制度重构、
流程再造、系统重塑，着力兜底关于弱势
群体的保护。

去年，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程
被列入省、市民生实事清单。根据省民
政厅下达的建设任务，我市 2023 年完
成了11个建设任务，现均投入运营或试
运营。

位于新绛县龙湖社区的国裕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就是11个城镇社区幸福养老
提速工程项目之一，也是我市今年首批
投入运营的社区居家养老项目。

“这里环境好，饭菜可口、干净卫生、
价格实惠，老年人吃着也健康，一个人一
天20块钱就能吃得舒服。”许淑云说，她
的母亲就在国裕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该
中心的环境、伙食都没说的。

同为我市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
程项目的闻喜县东镇镇路北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于2023年11月底建成并投
入试运营。“我和老伴儿在这里吃了几顿
饭，总体感觉很不错，也亲身体会到这里
的温馨和舒适。”董福东说，这让他对“家
门口”的晚年幸福生活更加憧憬。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范围由0
岁到6岁扩面到0岁到15岁。”这项抢救
性工程事关残疾儿童的希望和未来。为
此，我市残联部门紧紧围绕该项重点工
作，精心组织实施，努力把好事办实、实
事办好，为残疾儿童照亮康复之路。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我市以数字化驱动公共服务智能

化，让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惠及广
大城乡居民。“我身体不舒服时，只要按
住智能手环3秒钟，网格员就会知道。”河
津市72岁的独居老人陈宝国“炫耀”政府
送来的智能手环，除了应对紧急情况，还
能实时监测心率、血压、行动轨迹等。相
关数据上传到健康管家平台后，工作人
员就能根据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
务。

“‘为老、为小’要求我们打破惯性思
维，在全市范围内以项目的形式进行系

统集成、闭环管控，打破部门之间的条条
框框，倒逼真改革、真创新、真为民。”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破局，落一子激活满盘富

今年1月底，新绛县在该县零工市场
举办2024年就业援助月招聘会；2月，永
济市零工市场积极宣传，收集岗位信息，
组织网红达人直播，为该市“春风行动”
人力资源招聘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了重要
作用；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六），80余名
务工人员在运城零工市场乘坐大巴，踏
上返岗复工之旅……“在零工市场能吃
饭、能休息，还能免费借工具、学技术，咱
找活、挣钱更方便，不用在马路边揽活
儿，更安全。”盐湖区居民老李说。

2023年8月底，我市13个县（市、区）
零工市场已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营。省、市
民生实事工程“公益性零工市场县县全覆
盖”，方便了求职就业、技能提升、区域性
劳务协作等，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增添了强劲动力。截至今年1月，我市零
工市场累计举办现场招聘、网络招聘、直
播带岗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0余场，提
供岗位7.8万余个，就业指导6.2万人次，
登记有零工3.1万人，开展各类培训3063
人次，累计促成就业6.8万人次。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共同富
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任务，必须
准确、科学把握内涵。为此，我市基于区
域特色，充分发挥扩大就业、助残帮弱两
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共同富裕样本建设
道路上蹄疾步稳。

“我们家条件不太好，供孩子上学也
有困难，多亏政府的好政策，让孩子享受
到助学金，能更好地完成学业，朝着梦想
不断努力。”万荣县残疾人张先生说。

“扶残助学（大学生）圆梦工程”项目
中，按照研究生每人每年 6000 元、本科

生每人每年 5000 元、专科生每人每年
4000元的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在校残疾
人大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
给予全程资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级残联按照“把
实事办实、好事办好”的原则，采取市残
联集中审核、重点抽查和各县（市、区）残
联随机抽取、交叉审核的方式，对申报资
料逐一进行审核，确保资助对象精准无
误，基本实现了“应资助尽资助”的目标。

去年，我市共为674名残疾人大学生
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提供了资
助。其中，为全市 505 名符合条件的受
助对象共发放助学金 240 万余元，并为
全市169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大学生（研
究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研
究生）发放助学金80万余元，帮助他们顺
利完成学业。

一边是纲举目张的全市总动员，一
边是体制机制的不断迭代创新。去年12
月，市民政局联合财政、住建、残联印发
了《“十四五”期间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市
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的
目标、实施对象、改造项目、资金保障等
要求。2023年，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46 万元，市级福彩金安排 96 万元，用于
支持我市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
化改造，重点对符合条件的住房进行地
面、卧室、如厕、老年辅具等内容改造。
目前，全部改造任务已完成，共计改造完
成2668户。

把各项工作放到全省乃至全国大局
中思考、谋划和推动，运城，正在探索更
多“牵一发动全身”的具体实践。

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随着民生的接力棒不断传递，运城
上下正乘势而上，开启共同富裕新征程，
一幅幅温暖幸福的民生图景正在这片热
土上徐徐展开……

奏 好 共 富 曲
——我市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今年“五一”假期，中条山深处的夏县祁家河乡在前
坪村举办2024年首届“春山有约”村晚活动。来自当地的10
个群众文艺团队依次登场，展示了自编自导自演的《情醉祁
家河》《欢迎来我家》等节目，给游客和周边村民呈现了一场

“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文化盛宴。

近年来，夏县祁家河乡党委、政府，不断加快农文旅的
深度融合发展，深入挖掘乡村旅游文化内涵，采取“乡村+旅
游+音乐+艺术”多元融合的共富新模式，以“旅游+”增加人
流量，不断拓宽产业链，带动山区群众就业增收。

特约摄影 张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