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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阳光正好，41 岁的吐曼

巴依·哟勒达西正哼着小调给一辆

货运大卡车更换轮胎，这是当天的

第四单活儿。

有几年，他曾是新疆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乌鲁克恰

提 乡 唯 一 的 汽 车 修 理 店 经 营 者 。

从只能修理乡里仅有的拉铁矿石

的大卡车，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私

家车，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周边

又相继开了 3 家汽修店，“能买得起

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吐曼巴依

眼里，这象征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

以前搬家靠骑
马，现在开私家车

吐曼巴依一家世代以放牧为

生，每逢转场搬家时，马和骆驼就

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人骑马或者

骆驼，赶着牛羊。两个草场之间相

隔 60 多公里，顺利的话早上出门晚

上能到，一路上只能喝凉水、吃干

馕。”但是如果运气不好，遇到下雨

或者其他突发状况，就要在野外过

夜了。在吐曼巴依的记忆里，这是

常有的事情。

如果不是生重病，乡里一般没

有人会去近百公里外的县城。吐

曼巴依说，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很

多人一辈子都没进过城。他小时

候只见过两种车，一种是附近的铁

矿用来运送矿石的大卡车，另一种

就是乡政府的一辆拖拉机。

牧民生病或有急事去县城，除

了骑马就只能等大卡车有空位的时

候搭车——有时候没有换班司机，

副驾驶座位空下来就可以搭载一个

人。“我记得我爷爷生病的时候，没

办法骑马，等了四五天也没有等到

有空位，最后是坐在装满矿石的车

厢里去县城看医生，坐了四五个小

时，下车的时候身上都是灰。”

乌鲁克恰提乡党委副书记居

马巴依·吾别克说，他刚上班的时

候都是靠走路，后来才买了辆自行

车，“哪里能想到，现在很多居民可

以开着私家车上班了！”

是的，牧民们现在转场都用上

了私家车。皮卡车是牧区最实用

的车型，小轿车也很常见，“不到两

个小时就搬完家了，省时间，人也

不受罪了。”

这种变化从 2010 年左右开始

逐渐明显起来，“先是有人骑上了

摩托车，再后来出现了皮卡车、小

轿车。”在这种变化中，吐曼巴依看

到了商机：有了车，就有修车的需

求，而乡里当时唯一一家汽车修理

店 因 为 经 营 者 年 龄 渐 长 ，面 临 关

门。吐曼巴依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旁边就有家汽修店，闲下来的时候

他经常过去看修车师傅们干活，有

时候还会搭把手，学了一些简单的

修理技术。于是，他便抓住机会在

乡政府附近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

路修好了，车越
来越多

汽修店刚开起来的时候，修补

轮胎的活儿最多，“那会儿都是砂

石 路 ，不 好 走 不 说 ，还 特 别 费 轮

胎。”即便如此，因为车并不算多，

吐曼巴依一个月最多也只有 2000
元左右收入。修理店门口都是土

路，一下雨就到处是泥巴坑，修车

时千斤顶陷进泥地里是常有的事。

更大的变化始自 2015 年前后，

高速公路延伸到乡里，汽修店门口

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也变成了平坦

的柏油路。地处乌恰县到我国西

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的必

经之地，逐渐密集起来的与吉尔吉

斯斯坦之间的商贸车辆，给汽修店

带来不少生意。

“有一次半夜接到电话，说到

口岸送货的车在去往吉根乡附近

的路上坏了。我带着工具赶过去

修车，还让吉根乡的亲戚做了饭给

司机吃。”吐曼巴依的热心相助解

了司机的燃眉之急，他也和那位司

机成了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他

的修理店也因此在这些往来口岸

的司机中树起了口碑。

“ 现 在 一 个 月 能 赚 5000 多 块

钱，等到了 7、8 月份，来这里旅游的

车 就 多 起 来 了 ，到 时 候 生 意 会 更

好 。”吐 曼 巴 依 说 ，虽 然 生 意 更 好

了，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车型越

来越多，所需要的修理技术也在不

停升级换代，自己掌握的技术已经

逐渐跟不上了。随着市场需求的

变化，周围又开起了 3 家修理店，其

中一家的经营者还曾是他店里的

学徒，“他们都是更年轻的人，学起

新技术更快，我们一起给过往的车

辆维修。”

曾经，这里是深度贫困地区，

牧 民 们 连 基 本 的 生 活 都 难 以 为

继。吐曼巴依从没想到生活变化

会如此之快，马和骆驼作为交通工

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这离不

开国家的好政策。就说我的修理

店，要不是把路修到家门口，哪能

有这么好的生意。”

据了解，目前新疆所有地州市

都通了高速公路，所有县市实现了

二级公路连通，全疆所有乡镇及具

备条件的建制村都通上了硬化路。

有更多挣钱途
径，生活越来越好

更让吐曼巴依开心的是 2015
年后，乡里供电也有了大改进，修

起车来更方便了。以前，乡里供电

靠很远的一个小水电站，有时候不

太稳定，吐曼巴依只能自备柴油发

电机来解决电焊等基本问题，一天

大概要用 5 升柴油，“要是柴油临时

用完了就没办法了，只能停下手里

的活，晚上没有灯也干不成活，还

挺影响生意的。”现在，电力供应早

就不是问题了。

汽修店之外，吐曼巴依还有别

的手艺。

6 年前，吐曼巴依搬进了水电

暖齐全的安居房，打工时学的装修

技能派上了用场，把家里收拾得整

整齐齐。近几年，牧民通过富民安

居工程搬迁定居之后，装修市场逐

渐火了起来，吐曼巴依的装修技术

又给他带来了生意。汽修店不忙

的时候，他就给乡亲们做装修，“不

光室内装修，院子外面的篱笆墙我

也能做！”

牧民定居后每家都分到了饲

草地，春天种草、秋天割草，都需要

机械。吐曼巴依和朋友一起买了

拖拉机和割草机，每到春秋两季，

就开始忙着给牧民们犁地、割草。

“家里的牲畜交给别人代牧，

我做生意一年下来的收入有十几

万元，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学了，生

活越来越好。”吐曼巴依前两年刚

刚换了一辆新车，“女儿在县城上

寄宿制初中，我经常开车去看她，

一小时就到了。”

不仅是吐曼巴依，乌鲁克恰提

乡牧民们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变化：

通过牲畜品种改良，牧民们的收入

不断增加，定居之后住上了宽敞明

亮的安居房。不愿一年四季都逐

水草而居的牧民们开始“联牧”，几

家人组成一个放牧“联盟”，轮流放

牧，空闲的人选择外出打工等其他

增收途径。

“ 你 看 这 附 近 好 几 家 开 饭 馆

的。”吐曼巴依说，这都是近几年发

展旅游带来的变化，“希望大家的

日子越来越好！”

过去交通靠骑马，如今开上私家车；过去坑洼砂石路，如今高速修到乡——

一个汽修店老板眼中的乡村变迁
本报记者 李亚楠

核心阅读

吐曼巴依·哟勒达
西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的一名汽修
店经营者。这些年，他
亲历了乡村的变化，也
见证着大伙生活的变
迁：过去，牧民的主要交
通工具是马和骆驼，到
处是坑坑洼洼的砂石
路；如今，越来越多人开
上了私家车，高速公路
修进乡里，牧民们的收
入不断增加，还搬迁住
进了宽敞明亮的安居
房，日子越过越好。

努力让大爱延续，更好
地服务社会，是对老师最好
的回报

■民生观R

最近，贵州的中学老师陈祖鹏

收获了许多网友的称赞。原来，从

2019 年 9 月起，陈老师就经常请学

生到家里吃饭，不到两年时间，有

100 多个孩子前来做客。每次学生

来，他都下厨张罗饭菜，把大家聚拢

在一块儿，气氛挺热烈。

为啥要组织学生聚餐？原来，

在他班上，1/3 学生的父母都在外

地务工。老师担心孩子孤单。吃个

饭、谈谈心，聊聊心里的困惑……改

善了生活，也抚慰了心灵。

不少人看到陈老师的故事，也

回忆起老师曾经给予自己的关爱。

有的感恩老师的指导，在人生的关

键期帮自己坚定理想、指明方向；有

的感谢老师的培育，呕心沥血地传

授知识、教授本领；还有的感念老师

的付出，细致入微地关心学生的生

活和成长……

老 师 用 爱 心 温 暖 我 们 。 可 以

说，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除了父

母配偶之外，老师是影响最深远的

人。在长期的相处中，老师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

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

的心田。每当学生遇到难处，不管是物质上的拮据，还

是精神上的烦恼，很多老师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他们把爱捧给学生，也是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爱的种

子，教会孩子们如何助人、爱人。

老师用人格感染我们。只有打动学生，才能更好

地引导学生。当老师，既要有授业解惑的专业本领，也

要有润物无声的人文关怀。老师身上展现的情怀最能

打动人，甚至会影响学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 40 多

年，张桂梅改变了无数乡村女孩的人生轨迹，激励她们

为实现梦想而拼搏奋斗；张玉滚扎根乡村，用一根扁担

把教材和学习用品挑进大山，言传身教，教会学生们要

不畏困难、坚韧不拔。

身受师恩，当思回报。很多人心里惦念着老师，每

逢节假日，经常送上祝福，还抽出时间回校拜望，这样

挺好，但更重要的是，应时刻铭记老师的教导，立德修

身，在做人做事上修炼品行，在学习工作中积极进取，

以成长感恩园丁、以成绩回馈老师。努力让大爱延续，

更好地服务社会，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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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天 屋 里 暖 和 了 ，环 境 干 净

了，文化广场热闹了，想要搬家的邻

居都不搬了！”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的

成果，今年 71 岁的辽宁省营口市西

市区滨海街道风光小区居民范世娣

笑容满面。

风光小区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

共有 29 栋居民楼，1408 户居民。岁

月 变 迁 ，小 区 的 问 题 逐 渐 多 了 起

来。“楼顶漏雨、下水道堵塞、垃圾到

处乱扔、自行车随处停放……最遭

罪的是暖气管道在室外，冬天屋里

只有 18 摄氏度，真叫一个冷！”

去 年 6 月 ，风 光 小 区 开 始 改

造。到了年底，翻盖屋顶、外墙保温

粉刷、更换下水管道、搭建长廊凉亭

等项目基本完成，小区面貌焕然一

新。“现在，大伙儿的精气神都不一

样了。白天在广场上踢毽子、走圈，

傍晚聚在凉亭聊天，其乐融融。”范

世娣说。

范世娣所经历的变化，也是许

多营口市民近两年生活的缩影。两

年来，营口市累计对 6 个县区 111 个

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惠及群众 4.2 万

多户。营口市委书记李强说，过去

两年营口市共投入 24.4 亿元，推进

了 25 件 重 点 民 生 实 事 工 程 ：投 入

2.24 亿元用于城乡垃圾综合治理，

投入 4.16 亿元用于卫生健康服务能

力提升，投入 5 亿元用于黑臭水体

整治，投入 3.5 亿元在市区东部新建

热源厂，注重满足百姓的现实需求，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有五险一金！收入也不错！”

在营口振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

司工作的刘碧龙，对这份新工作很

满意。他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留

在了营口市鲅鱼圈区，前几年自己

创业干得不错，但最近生意不好，收

入不多。“我们家还背着贷款呢，我

得赶紧找一份工作，最好能有五险

一金。”刘碧龙说，他经朋友推荐，

登录了鲅鱼圈区人社局的公共服

务平台，筛选找到了这份工作，成

功应聘。

如今，刘碧龙越干越起劲。他

说：“工作很适合我，有了这份稳定

收入，相信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鲅鱼圈

区 ，像 刘 碧 龙 一 样 的 居 民 还 有 很

多。鲅鱼圈区梳理企业用工缺口，

利用网络数据对求职人员进行精准

匹配推介，为 192 家企业成功推介

620 名求职者；同时，为在鲅鱼圈区

首次就业创业的 245 名大学生发放

购房补贴 571 万元，组织企业以工

代训并发放培训补贴。

“非常感谢政府对民兴河的改

造，真是办了大好事！”市民王超家

住在营口市民兴河岸边，开窗就能

见河。“以前民兴河污染严重，河面

上漂着垃圾，夏天蚊虫到处飞，我们

从不到河边走！”

如今的民兴河，河水清澈，两岸

绿植覆盖，鸟鸣婉转，芦苇丛中偶尔

有水鸟飞起飞落。步道将休闲广场

和河岸相连接，凉亭、球场点缀在岸

边，不少市民在其中休闲，欢声笑语

不断。王超说：“如今晚上吃完饭，

我们都愿意到民兴河广场散步、跳

操，欣赏音乐喷泉。住在这样的环

境中，感觉非常惬意！”

为民办实事，营口利用两年时

间完成了 7525 套棚改任务；污水整

治 135 个村，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覆盖率超 90%；彻底处理

了近 40 年的陈旧垃圾和沉积十几

年的 37 万立方米污泥；国家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项目全面完工，水质改

善幅度居全国前列。

2020 年 ，营 口 市 10 件 民 生 实

事、25 个子项目全部完成；今年确

定的 10 件民生实事、17 个子项目，

计划投入 28.05 亿元，已完工 1 个、

开工 8 个。

辽宁营口扎实推进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

住房安心 求职省心 环境舒心
本报记者 王金海 刘佳华

近 日 ，贵 州 省

铜仁市玉屏侗族自

治县田坪镇的辣椒

迎来丰收，当地农

户抓紧时间采摘、

晾晒辣椒，房前屋

后呈现一片红红火

火的丰收景象。

胡攀学摄

（人民视觉）

辣
椒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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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26 日电 （记者李红梅）为贯彻落实中

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关于做好支持三孩

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

要求各地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

支付范围，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待遇。

《通知》明确，同步做好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

障和新生儿参保工作。要求各地积极采取管用高效措施办

法，确保三孩生育待遇政策落实到位，并主动做好宣传工

作，切实增强参保群众获得感。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

生育保险政策措施，巩固扩大参保覆盖面，确保待遇及时享

受，健全制度机制，提升管理效能，适应生育政策优化调整，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

参保女职工三孩生育费用纳入保障

本报福州 7月 26日电 （记者刘晓宇）为增强广大青年

学子在福州就业创业兴业意愿，近日，“好年华 聚福州”游

学活动在福州市启动，为全国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学生提供

了社会实践平台。

本次活动分为旅游观光和社会实践两大主题。其中，

社会实践入选团中央“三下乡”社会实践专项，包括返家乡

驻点式社会实践、非返家乡驻点式社会实践和走访式社会

实践。其中，返家乡驻点式社会实践引导榕外高校闽籍大

学生前往基层一线，担任基层团组织兼职干部；非返家乡驻

点式社会实践为学子提供 1000 个以上优质社会实践岗位，

并配备实践导师；走访式社会实践围绕福州建设现代化国

际城市提出 50 多个调研课题，组织省内外知名高校实践支

队“揭榜挂帅”，为福州发展建言献策。

福州团市委书记陈浩介绍，将选聘部分参加游学活动

的学生担任福州市校园引才青年志愿者；评选优秀调研报

告并予以适当奖励等。

福州鼓励学子参与社会实践

本版责编：李智勇 许丹旸 周春媚

■民生一线R

（上接第一版）

在唐山高新区，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机器

人产业集群业已成型，涉机器人研发制造的企业总数达 70
多家，产品达 100 多个品种，其中特种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

的规模、技术水平均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唐山高新区

机器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30 亿元，同比增长 23%。

今年上半年，唐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805.4 亿元，

同比增长 11.3%；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13.3%。

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张古江表示：“我们将进一步

聚焦聚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努力在转

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

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