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冷的天气，挡不住村民们火热的干劲。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莲洲乡钱溪村的果

蔬产业基地里，50 多名村民正忙碌地采摘茄

子、装箱打包、备货上车。“每天下午都有一两

万 斤 茄 子 装 车 。”基 地 负 责 人 项 永 正 喜 上 眉

梢。“比自己种地挣得多哩！”村民欧阳雪姬把

自家 5 亩地承包给基地，平时在基地做些除

草、授粉之类的农活，年收入近两万元。

通过发展优质粮油、精品果蔬、生态养殖、

特色蚕桑、经济林木等产业，永新县建成百亩

以上规模化产业基地 180 余个，实现农村劳动

力就业近 5 万人，人均增收上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通过一系

列惠民举措，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日子越过越红火。

——收入做加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

年累计实际增长 100.8%。

从煤厂监控员变身百度（山西）人工智能

基础数据产业基地“AI 数据标注师”，山西长治

市民郭梅的工资收入增长一倍多。但她还有

新期待，“下一步我打算继续向数据治理、项目

管理等方向发展，收入还能再提高。”郭梅说。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就业优先

政策，为居民持续增收

提 供 了 坚 实 支 撑 。

数据显示，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后，2011 年—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7.2% ，10 年 累 计 实 际 增 长

100.8%，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

增加了一倍。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成为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底气。”中国社科

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邓曲恒说。

——负担做减法，减税降费持续提升居民

实际收入水平。

“我同时享受了赡养父母、子女教育等多

项扣除，一年算下来个税比改革前少缴 7000
多元，上个月刚用减税‘红包’给全家人添置了

新羽绒服。”山东一家科技公司的营销人员徐

银领告诉记者，公司 2020 年个税总额比改革

前下降了 79.6%。

2018 年 8 月，关系亿万纳税人的个人所得

税法完成第七次大修。数据显示，2019 年实施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加上 2018 年 10
月 1 日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优

化税率结构翘尾因素，合计减税 4604 亿元，使

2.5亿纳税人直接受益，人均减税约 1842元。

——结构更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缩小。

“在家门口工作，不仅收入提高了，还能照

顾老人孩子，幸福感满满！”广西天微电子有限

公司员工胡丽宾兴奋地说。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主动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吸引了一批大湾区企业来此

设厂，此前在广东中山市打工的胡丽宾得以回到

老家工作。回乡一年半以来，她每月收入已经涨

到 7600多元，远高于之前 4000多元的水平。

随着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农村就业创业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各地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

本地就业机会，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

步缩小。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

镇居民 3.4 和 2.6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

由上年的 2.64 缩小至 2.56。

——保障有力度，社会保障网守护百姓

“钱袋子”。

“养老金年年涨，现在每月能领到 6700 多

元。”谈起退休后的生活，84 岁的山东青岛市市

民吴秀兰乐得合不拢嘴：“前段时间我做了一

个白内障手术，住院期间花费的 6000 多元报

销了不少，国家的医疗保障政策越来越好了。”

近年来，我国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基

本养老金连续多年调整，退休人员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9.99 亿人，基本

医疗保险覆盖 13.6 亿人，织成了一张世界最大

的社会保障网。

“我国经济发展韧性足、潜力大，企业创新

能力逐步增强，居民收入增长有坚实支撑，百

姓‘钱袋子’将越来越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教授陈玉宇说。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增加一倍

增收有底气 生活更殷实
本报记者 吴秋余 葛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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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全面小康
R

“过年和妈妈一起在家看视频做个中国结，挺有意义的！”老家在山东的

张静和父母第一次留沪过年，“春节自己亲手做剪纸和中国结，感觉更有红

红火火过大年的氛围。”

今年春节假期，上海虹口区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为就地过年的市民准备

了丰富的“大餐”。虹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携手区文旅局、区文明办、区

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和各街道共同举办了 200 余场文娱活动，免费理发、送图

书、写春联、送福字等活动营造了浓浓的年味。文旅部门还专门为留沪过年

人员量身订制了 6 条旅游线路。

春节假期前 4 天，仅虹口重点文化场所和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逾 10 万

人次。丰富的文娱生活让留沪过年人员过了一个精彩春节。全区 12 处室

内外体育场所采取预约方式免费开放，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年。

上海虹口区提供暖心服务

活动丰富人气旺
本报记者 沈文敏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2 月 16 日，正月初五。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

公司的印刷包装车间内一派繁忙。

“现在订单多，效益好，我们 8 小时双班倒，加紧生产呢。”来自河北霸州

的萧调军是印刷包装车间骨干。“我们公司留津过年的外地员工有 100 多

名。除了政府准备的留岗补贴，公司也有大红包。大年三十晚上大家一起

吃团圆饭，让我们感到留在天津过年一样温暖。”

“其实，最大的红包是公司发展得好，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以后我要

继续努力工作，回报公司和社会。”一旁的王耀辉补充道。

15 日，一场“就地过年、暖在身边”留津医护人员新春相声专场在老城

小梨园举行，文艺工作者用津味相声为来自南开区 8 家医疗卫生机构的留

津过年外地医护工作者送去欢笑和新春祝福。

今年春节，天津市各文化单位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浓浓的津

味儿文化温暖着留在天津过年的外地人员。

天津多举措关心就地过年人员

文化大餐年味浓
本报记者 扎 西

倡导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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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在小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下，改造

项目于去年 6 月启动，目前 82 栋住宅都已改造

完毕，近 5000 户居民在环境更优美、设施更齐

全的小区里迎来新春佳节。

龙华小区是此次完成改造的小区之一，新

设的居民休闲广场上挂起了红灯笼。居民王

艳华说：“现在停车位多了，小区也更美了，想

请亲戚朋友都到‘新家’来看看。”

2019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被纳入保障性

安居工程。2020 年，改造内容更综合、改造资

金更多元、居民参与更主动的“升级版”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明确“施工图”，2000 年前建成的小

区都可纳入改造范围。管网改造、加装电梯，

发 展 居 家 养 老 、用 餐 、保 洁 等 多 样 社 区 服 务

……2019、2020 年，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1400
多亿元，支持各地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8 万个，

惠及居民约 1043 万户。

—— 住 房 保 障 网 不 断 加 固 ，从 城 市 到 农

村，居住条件越来越好。

这边一朵梅花绽放，那边一串福字相连，

山东东营六户镇小许村 74 岁的村民崔秀英，正

欣赏着新家玻璃窗上自己剪的窗花。

“过去墙上有裂缝，下雨房顶漏水。”老人

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过去老房子的照片。崔

秀英独居多年，因自己无力修缮，住房渐成危

房。“十三五”期间，东营区采取宜固则固、宜建

则建、宜养则养等灵活方式加快农村危房改造

步伐。崔秀英的旧房从建档到销户用了不到

两个月，新房很快落成。

“客厅、厨房、卧室分得清楚，住得舒服。

平时还经常有志愿者上门提供心理咨询、剪发

等服务，生活美滋滋的！”住进新房的崔秀英日

子过得有盼头，还抽空学了剪纸手艺。

“十三五”期间，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为

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奠定了坚

实基础。2020 年，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验，

全国 2341.6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已实现住

房安全有保障。不仅是建档立卡贫困户，5 年

来国家还支持 242.4 万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贫困群众改造

危房，加速补齐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短板。

进入新发展阶段，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的

住房保障体系将和住房市场体系一起，共同托

举起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安居梦。

2 月 13 日 ，

湖 北 襄 阳 ，读 者

在图书馆阅读大

厅看书学习。

春 节 假 期 ，

湖北襄阳许多市

民 就 地 过 年 ，利

用假期来到图书

馆 看 书 学 习 ，为

自己“充电”。

谢 勇摄

（影像中国）

图
书
馆
里
的
文
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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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诊门诊 守护健康

从浙江宁波章水镇卫生院出发，沿着盘山路向四

明山上驶去，1 个多小时后可抵达里梅村。临近春节，

宁波海曙区高山卫生健康巡回服务队一早出发，为当地

村民送去医疗服务，这条山路他们已经走了 10年。

这几天，地处四明山海拔 700 米之上的里梅村仍

寒意十足，这里的高山卫生健康巡回点就设在村委会，

不少村民早已等候。

刚停下车，领队朱银燕便张罗起来：“要做 B 超的在

这里排队，看病的请到屋里来。”几名村民帮着队员往屋

里搬药、抬设备，安静的村委会大院一时间热闹了起来。

“里梅村位置偏远，村民看病不方便，我们服务队

每月都会上山巡诊，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接受医疗服

务。”朱银燕说，如今不仅问诊，医疗队还送健康知识上

门。“每次健康讲座，听众都坐得满满的。”章水镇卫生

院院长徐波告诉记者，现在村民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了，有健康问题都会主动来咨询。

如今不只在里梅村，当地横街镇、章水镇、龙观乡

3 个偏远山区乡镇的 18 个高山村都有服务队进行巡

诊。“让‘群众跑’变为‘医生跑’，这是我们的服务宗

旨。”海曙区卫生健康局局长张文莲说。

正值傍晚时分，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中

心卫生院院长白玉军接到了核酸检测任务，他立即制

定方案细则、筹备防疫物资、梳理信息流程，为采样工

作做准备……“我们医院地处城乡接合部，户籍人口

20 多万人，老人和儿童较多，辖区内人群密集，防疫任

务很重。”白玉军说。

白玉军为医护人员制定了轮换上岗制度，自己却

始终坚守在岗。为确保数据及时，不论多晚，白玉军都

会在样品收集完成后马上送检，然后赶回医院将最新

数据上传入库。

春节假期，在承担核酸检测任务的同时，白玉军和

医生们仍然坚持不停门诊，医疗服务不断线，保障群众

的就医需求。采访过程中，白玉军的电话响个不停。

“每天都能接到咨询健康问题的电话，辖区居民都信任

我，有啥问题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说起群众的信

任，白玉军十分开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基层医务工

作者，患者的信任，是我从医多年积累的最大财富。”

（本报记者姜晓丹、强郁文、王明峰、张文、贺勇、窦

瀚洋、方圆）

宴席规模控制在 15 桌以内、婚宴三天流水席变为

婚礼当天一顿饭，闹洞房中的一些陋习变为“一杯清茶

送祝福、一首歌曲表心意”……山西长治市长子县聚焦

群众反映突出的红白喜事人情负担过重等问题，积极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2019 年以来全县红白事新办、简

办 500 余起，节约财物 1000 余万元。

长子县鲍店镇成立公益红娘志愿服务协会。“协会

邀请业务指导员，对成员进行培训并发放公益红娘

证。”鲍店镇政府工作人员相艳芳介绍，在元旦、七夕、

春节等节日，协会组织开展牵线活动，倡导婚事新办文

明新风。此外，鲍店镇通过组建“农村宴席服务队”，为

新婚夫妇提供志愿宴席服务，控制宴席规模，杜绝铺张

浪费，变大操大办为婚事新办。

公益红娘志愿服务协会成立以来，已为 30 对新人

成功牵线搭桥。通过规范红娘志愿服务机制，婚事攀

比之风得到有效遏制，群众负担减轻，户均办事可节省

几千至上万元。

同时，长子县深化制度建设，为移风易俗做好服务

引导。村两委、村民代表会议选出红白理事会组成人

员，将提倡婚事简办新办、拒绝“高价彩礼”等内容写入

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开展奖补评选，树立典型，引导

群众树立健康文明新风尚。

山西长子县

杜绝攀比浪费 婚事简办新办
本报记者 郑洋洋

“以前，宁愿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愿意丢面子！”谈

起前些年村里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安徽省

当涂县太白村党总支书记陈益秋直摇头，“礼金年年增

加，人情债层层加码，婚丧嫁娶成了村民的一大负担！”

2017年开始，太白村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我们

制定《太白村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实施方案》，明

确红白事礼金标准，党员干部不超过 100元、普通村民不

超过 200元、婚嫁彩礼不超过 1万元。”陈益秋说，“以前谁

家送礼送少了，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现在有了明确规

定，统一标准，暗中较劲、攀比的行为得到了遏制。”

为了解决场地问题，太白村将农民文化乐园内闲

置场地改建成移风易俗办事大厅，并购买桌椅板凳、空

调、电子屏幕等供村民免费使用。“在大厅办婚宴，一桌

不超过 300 元，我们还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提供证婚、

礼仪、帮厨服务，让村民省心放心！”陈益秋说。

从起初不理解，到后来的大力支持，移风易俗工作

在村民中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2018 年，村民夏大宏的两个儿子先后在大厅举办

婚礼，在村里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相比在饭店办

酒席，单是饭菜这一块，一桌就省了好几百元，我家本

来就不太富裕，要按以前的风俗只能硬着头皮办；现在

有了这个大厅，场地设施不用操心，一桌 300 元的标准

既丰盛又实惠！”夏大宏笑着说。

如今的太白村，乡风净，民风淳，比阔气、讲排场的少

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多了。移风易俗不仅给太白村

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

安徽当涂县太白村

抓移风易俗 添文明底色
本报记者 田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