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春节期间，廖帮龙夫

妻抓紧时间犁地备耕。

陈明凯摄

图②：快递小哥程磊正在

整理包裹。 李锦文摄

图③：洪 永 昌 与 孙 女 贴

窗 花 。

本报记者 刘洪超摄

图④：王莉和家人在湿地

公园锻炼。 颜丙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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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

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习近平总书记 2017年 10月 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

火红的对联，喜气的福字。大年

三十早上 7 点多，安徽省亳州市高新

区的一家邮政快递站点里，快递小哥

程磊已经开始忙碌：嘀嘀嘀，扫码枪

轻点，出仓、分货、装车，几座快递“小

山”很快搬进电动车“铁盒子”。不一

会，程磊载着满满一车快递出发了。

往常按区派件，要从早 8点忙到晚

8点。程磊说，“春节这段时间，早上早一

个小时分货，晚上加班送件，都是常事。”

虽说辛苦，程磊总有使不完的劲

儿。“城里就业机会多，只要不怕吃

苦，收入差不了！”2019 年新年刚过，

程磊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实习，成

为了一名快递小哥。

肯吃苦、不惜力、脑子

活，几个月之后程磊就

租了个 80 多平方米

的 房 子 ，开 起 邮

政快递站点，

对 接 周 边

8 个社区，

服 务 范 围 覆

盖 方 圆 5 公 里 、

5000 多户居民。

生 意 越 来 越 红

火，程磊回村叫来妻子和

表弟，共同创业。站点跟邮

政 公 司 签 了 协 议 ，送 一 件 快 递

可 挣 1 元 ，收 一 件 快 递 能 赚 3 元 。

“ 每 天 能 送 300 多 件 ，揽 收 几 十 单 ，

年 底 一 算 账 ，扣 掉 一 年 15000 元 的

房租和每月 2000 多元的伙食费，纯

赚能有 10 多万元。”

说起 工 作 心 得 ，程 磊 有 自 己 的

门道：送快递不光考验体力，还得比

拼 脑 力 。 怎 么 规 划 自 己 的 行 车 路

线，怎样更精准成批次送达，他胸有

成竹；在老小区送快递，为了方便老

人收发件，程磊特地拉了个微信群，

除了第一时间上门，还定期发些如何

下单或者售后服务等指导，不少老人

成了他的“粉丝”。

“送的快递量基本稳定，收件还

得努力拓展。”亳州是中医药之都，今

年春节前程磊发现不少在网上卖养

生花茶的店铺生意红火，经过沟通，

他 拿 到 了 多 家 店 铺 的 快 递 发 送 业

务。“定时上门揽件，一天能收揽三四

百件，按照大宗件走，每一件增收 0.5
元钱，又是一大笔收入。”程磊说。

“用力奔跑，快递小哥的幸福在路

上。”程磊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把

两个孩子接到亳州上学，大女儿上小

学五年级，骑车不到 10 分钟就能到学

校；小儿子上公立幼儿园，每学期费用

不超过 1000 元。一家人团聚，幸福感

提升不少。

今年过年快递不打烊，站点也

没有休息，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期

间，有人负责值班，电话预约投递，

一 天 发 两 辆 车 。“ 大 家 都 说 我 们 是

‘勤劳的小蜜蜂’，我觉得特别形象，

心里特别暖。”程磊说。

送完最后一个快递，已经是晚

上 8 点半。“现在进城务工，买房子能

享受契税补贴，准备过几年在城市买

房扎根。”夜色里，望着万家灯火，程

磊的眼神里充满希望。快递站点里，

程磊的妻子还在忙着整理置物架。

他们知道明天还有更多的快递会来，

这条“创业之路”会越走越宽广……

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

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2016 年至

2019 年，城镇新增就业每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2020 年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 1186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131.8% ；年 均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为

5.6%，低于 6%左右的预期目标。

快递小哥程磊一年纯赚 10多万元

用力在奔跑 幸福在路上

“咱家几代都是煤矿工人，真想不

到能住上这宽敞明亮的楼房。”在辽宁

省阜新市海州区文欣苑社区，67岁的清

河门煤矿退休职工洪永昌一边浇着花，

一边说棚改改出了自家的幸福新生活。

“过去一家 3 口就挤在 20 平方米

的小平房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洪

永昌说，“看看现在这新房，屋里有多

亮堂，咱心里就有多敞亮。”

得益于阜新推进的棚户区改造，

洪永昌一家从低矮的棚户区搬进了环

境整洁的新社区。社区里不仅水、电、

热等基础设施齐备，教育诊疗、文化体

育、物业安保等服务配套，也是一应俱

全。“关键是咱只花了不到 1 万元钱，

就住上了这 80 多平方米的新房。”老

洪高兴地说。

洪 永昌 1998 年从清河门煤矿退

休。“第一个月的退休金我记得非常清

楚，一共是 420块钱。”打那以后，老洪的

退休金每年都有增加，现如今他每个月

能拿到 2500块钱。“养老金有保障，连年

涨，我自己吃穿都不愁，还能给孙女贴

补点上大学的生活费。”他说。

更让老洪欣慰的是，如今小病不

用出社区，大病还能有报销，“我有高

血压、骨质疏松症，孩子不在身边，社

区给咱签约了家庭医生，在社区卫生

所里就能看病拿药，还能定期参加健

康知识讲座呢。”

不仅小病不愁，即使遇到大病，洪

永昌也不用再像年轻那时候，能扛一

阵是一阵了。去年 5 月份，老洪得了冠

心病，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出院

那天，我想着这下可得动用在银行存

的老本儿了，没成想儿子告诉我，6000
多元的住院费，医保给报了 5000 多元，

咱自己只要支付不到 1000 元就行了。

这医疗保险真是小钱解决大问题，减

轻了咱老百姓最大的一个负担。”

没了后顾之忧，洪永昌的消费也

日渐扩大。现在老洪家里，空调、洗衣

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一件不差，他还

订阅了几种报纸和杂志，“平时看看

书，读读报，咱也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每天一大早，洪永昌都会准时来

社区居委会报到。作为社区党员志愿

服务队的一员，他负责小区的日常巡

逻。“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让咱老有所

养，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咱

也要老有所用，发挥余热回报社会。”

“十三五”期间，我国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

保 险 参 保 人 数 分 别 达 到 9.99 亿 人 、

2.17 亿人、2.68 亿人，均已完成“十三

五”规划目标。

退休职工洪永昌花不到 1万元住上棚改房

住得更敞亮 得病不再扛
“调整呼吸，注意动作。”即使是在

春节假期里，32 岁的王莉也保持着规

律的作息，一周三次来到家门口的健

身房，享受挥汗如雨后的神清气爽。

王莉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一

家科技公司做文员，丈夫从事金融行

业，夫妻俩都是健身达人，游泳、爬

山、射箭、旅游、徒步等健康休闲活

动，充盈着这个家庭的闲暇时光。

王 莉 给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账 ：2020
年家庭年收入 30 多万元，除去基本

生活开销和投资理财费用，全年用于

健康休闲的消费在 5 万元左右。

“其中的一项大头是办健身卡。”王

莉说，去年她花了 3850元续费健身卡，

花费 3000元在附近游泳馆办理了家庭

游泳卡，还报了 2100元的私教课。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有两个月居

家上班和在线学习。“居家也不能耽

误运动。”王莉给全家网购了漂亮的

健身服、亲子装，一家人互相鼓励进

行居家锻炼，还通过网络直播与好友

们进行瑜伽 PK、利用小视频晒运动

晒健康。“我们还买了 3000 元的健身

环、添置了一套 8800 元的 VR 虚拟设

备，老公打拳击，我用来练舞，女儿偶

尔玩玩益智类运动。”王莉说，“一次

性投入，可以多年使用，十分划算。

不仅提升了身体抵抗力，更增添了全

家一起锻炼的乐趣。”

自费的运动休闲让王莉觉得很

“值得”，家门口免费的健身环境让她

觉得更“超值”。王莉家居住的小区

对面有一个湿地公园，园内建了彩虹

跑道，种有大面积的草坪，春天樱花

飘落，夏日荷花盛开，秋季桂香扑鼻，

冬阳暖阳映照，在这样的环境中放松

身心，让她感到十分惬意。

健康的生活除了加强锻炼，也离

不开健康饮食。生活中的王莉是个

有心人，时常关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进小区的义诊、科普和讲座，学习一

些养生知识。“去年，我给家人购买了

蛋白粉、维生素、钙片，还经常采购富

硒鸡蛋、有机食品、芋头等粗粮，变着

花样做营养餐。”王莉告诉记者，这部

分的花费全年在 5000 元左右。

细细盘点这几年的“健康账”，健

康休闲支出已经占到王莉家庭总收

入的 1/6，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她坦

言这正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从吃

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从徒步健

身到私教锻炼到休闲旅游，人们对健

康生活有了更多期待，健康休闲消费

不断升级。”王莉说，有了健康，小康

生活的底色才更亮、成色才更足。

观察我国居民的日常消费结构

会发现，绿色、智能、健康类商品销售

日渐红火，运动健身等新型服务消费

快速增长。“十三五”期间，我国恩格

尔系数持续下降，从 2016 年的 30.1%
降至 2019 年的 28.2%，已进入国际通

行标准“富足”的区间。消费结构加

快升级，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快速

涌现。

公司文员王莉家庭健康支出占收入 1/6

运动休闲多 生活更美好

云岭大地春来早。2 月 16 日是正

月初五，浓浓的年味还未散去，云南省

西畴县蚌谷乡田间备耕已经开始。

手扶式耕地机轰鸣而过，翻耕的

泥土散发着清香，铁铲声、说笑声交

织在一起。暖阳下，廖帮龙正和妻子

为节后生姜种植做准备，“抓住好时

光，今年又会是好收成！”

“这里土壤透水透气性好，土质又

肥，种出来的生姜肯定卖得上价钱。”为

了种生姜，今年廖帮龙流转了 40亩地。

信心打哪来？“去年我搞特色种植，

年底算账收入 10多万元。今年种姜，一

亩地能产 3 吨多，收入差不了。”廖帮龙

说，“我还打算带动 10多户村民一起干。”

很难想象廖帮龙这个产业致富带

头人，曾经是个贫困户。早些年，父亲

突发中风，全身瘫痪，住院治疗不仅把

廖帮龙夫妻俩的积蓄全部花光，还欠

了几万元的债。2014 年，廖帮龙一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攻坚好政策点燃了廖帮龙的

生活信心。他脑子灵活肯吃苦，6 年时

间全家的收入“增长了 6 倍多”。在他

家的“明白卡”上清晰地写着：“2014 年

纳入贫困户，年度人均收入 2010 元；

2020年度人均纯收入 13690.13元。”

说起增收账，廖帮龙掰着指头算

起来：种果树、核桃等，一年收入 8 万

多元，养了几十只鸡、两三头牛，收入

2 万多元；自家的 4 亩地流转给村里发

展产业，租金 3000 多元；产业扶贫资

金入股了巴西菇合作社和猕猴桃基

地，还有 800 多元分红。“这几年我参

加了不少技术培训，还有扶贫小额贷

款支持，特别是搬进新房后，没了后顾

之忧，增收底气更足了！”

“精准扶贫暖人心，安居乐业赋新

篇。”在新街镇新兴社区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廖帮龙家门口贴着这样一副红

对联，他坦言，对联就是自己的心里话。

搬出大山天地宽，“两不愁三保障”

全面实现。廖帮龙算了一笔减负账：全

家五口人都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

大病保险，享受健康新农合缴费政府补

贴，年人均补贴 180 元。去年母亲住院

两次，前后花了 3000多元，报销下来，自

己只出了 400多元，报销比例超过 90%。

儿子今年读五年级，享受义务教育资助，

每学期减免 500 元生活费和住宿费；女

儿上高中，每年有 1200多元的助学金。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致富。新

兴社区共安置来自西畴县 9 个乡镇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 542 户 2160 人。社区

张罗起文体中心、老人照料处、“爱心

课堂”，扶贫车间更是让村民们“下楼

就能上班”。对于像廖帮龙这些仍然

从事农业生产的搬迁户，除继续享受

原有种养业帮扶措施外，社区还引导

他们发展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特

色种养项目。“产业更兴旺，收入年年

增，生活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甜美。”说

起将来，廖帮龙的眼中满是期待。

数据显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

纯收入从 2015年的 2982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0740 元，年均增幅比全国农民收

入高 20个百分点。

易地搬迁户廖帮龙 6年收入增长 6倍多

收入年年增 日子节节高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

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

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

④④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

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

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 2016年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
干部群众时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说

我
们
家
的
小
康
账
本

本
报
记
者

朱

隽

常

钦

刘
洪
超

姚
雪
青

核心阅读

记录柴米油盐、记录
衣食住行，小账本连着大
民生，也折射着经济社会
大发展。新春伊始，本报
记者走进四个家庭，听听
他们努力奋斗、追求美好
生活的生动故事，和他们
一起细算几年来的增收
账、创业账、保障账和健康
账，从一家一户的小账本
中感受美好生活的融融暖
意，体味全面小康给人们
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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