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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衢江区黄坛口乡，中

心小学门口光景依旧。被大伙亲切

称为“早餐奶奶”的毛师花老人，在

去年底离开了我们，享年 90 岁。

“小学 6 年我都在吃毛奶奶的

早餐，上班后还惦记她做的糯米粿，

如今再也吃不到了。”听闻“早餐奶

奶”离世，不少市民特意回到熟悉的

地方，言语间满是不舍。

“有次快收摊了我才去，奶奶把

剩下的两个鸡蛋饼都给了我，只收了

5毛钱。”旁边的女孩望着早已斑驳的

“早餐奶奶”出摊专用早餐车，哽咽地

说，“黄坛口乡的大多数人都吃过她

的早餐，她就像大家的奶奶。”

粽子、糯米粿、鸡蛋饼、豆浆……

这里的每样东西只卖 5 毛钱，出摊 27
年来，从未涨过价。老人家曾说，从

1991 年摆摊开始，之所以一直坚持

这个价，就是为了孩子们，“学生们

不容易，尤其山里的孩子们，他们家

长的钱不多，所以我不涨价。”

有好心人帮她算过账，一天忙

碌 6 个多小时，顶多收入二三十元，

一个月下来还得贴进去三四百元。

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清楚，“我没存

钱，老头子有点抚恤金，自己的退休

金也贴进去了。”

每天起早贪黑卖早点，不挣钱还

赔钱，街坊四邻都劝她涨涨价，可毛

师花只是摆摆手，“很多人说我傻，我

不傻，只是不靠这个生活。这些孩子

家在山区，他们父母不好赚钱，我想

让他们吃饱点，所以不涨价。”

别看只卖 5 毛钱，毛师花在用

料上可一点都不马虎，甚至很大方

——豆浆要当天现磨现煮，鸡蛋鸭

蛋从农家收，肉馅也是实打实新鲜……

“奶奶曾教我们，饼要煎薄一点，小孩子才爱吃。”衢州

当地的公益团队常去奶奶家帮忙做早餐。老人家还教大家

包粽子，不管是食材还是步骤，看得出既认真又讲究。

在孙女叶婷婷记忆里，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奶奶的小屋

就会准时亮起灯，随后便响起磨盘转动的声音，在昏黄灯光

里磨豆浆、做早点，然后蹬车去黄坛口中心小学校门口支起

煤炉和锅……近 30 年间几乎没断过。

深夜里昏黄的灯光、转动的磨盘、煤炉里升起的袅袅炊

烟，映衬着瘦弱又略显驼背的身影……这些画面，如今已成

为回忆，被永远定格在叶婷婷的脑海里，“那些孩子就是她

的牵挂，她说听孩子们叫奶奶，她就高兴。”

毛师花的女儿叶仙曾帮着母亲出过摊，这份辛苦她深有

体会。她告诉记者，早餐摊上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手工糯米

粿，殊不知，做粿子的糯米团都是母亲用石臼和木槌一个个敲

打过的，“她说这样做出来的粿子才筋道，孩子们才爱吃。”

老人走后，这些满布岁月痕迹的小石磨、做粿模子、煎

锅、铁铲等工具，被叶仙一一擦拭干净，如今安静地摆放在

房间里。叶仙说，她希望这些工具能在家族中一代代传下

去，让后辈们都知道“早餐奶奶”的故事。

其实早在 2018 年时，毛师花就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状

加重，逐渐力不从心了，起初是把摊位摆在家门口，后来实

在干不动，只得告别心心念念的早餐摊和孩子们。

“母亲做早餐的念头一直没断过，她曾对我说，如果现

在能年轻 10 岁就好了，还能继续给孩子们做早餐。”在叶仙

看来，母亲虽然躺在床上，但牵挂不舍的依旧是巷口那团炉

火和一张张稚嫩的脸孔，“当你看到一群孩子围着她，用稚

嫩的声音叫着‘奶奶’，或许会明白，这大概就是支撑母亲近

30 年的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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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师花奶奶生前每天摸着黑，用三轮车将摆摊要用的

东西运到路口。四个煤炉、三口铝锅、三口煎锅、两张桌子、

几把塑料凳子，需要分两次运送（资料照片）。

鲍卫东摄（人民视觉）

本版责编：商 旸 徐 阳 白光迪 版式设计：张芳曼

本报济南 1月 7日电 （记者肖家鑫）近年来，山东省烟

台市蓬莱区坚持“产业+人才+城市”融合发展，创新打造特

色人才街区，推动产业、人才、城市良好生态建设。

各街区坚持特色发展。“乐活”登州人才街区，为人才提

供“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十分钟人才生态圈”；“乐业”鼓

楼人才街区，联合烟台科技学院，聚焦摄影、表演、文创等领

域，建设大学生文创聚集地；“乐创”蓬莱阁人才街区，布局

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青年人才集聚度高的新兴

业态。

据了解，蓬莱区围绕青年人才引育创新，发布人才新政

21 条，对重点产业急需的领军人才量身定制支持政策；成

立人才服务联盟，提供免费游览景区等 200 项专属服务；上

线专属小程序，实现人才服务一“码”通享。通过叠加政策

扶持、引才活动、校企合作、服务供给等资源，多措并举打出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组合拳”，实现人才成长和城市发展相

得益彰。

山东烟台蓬莱区探索“产才城”融合发展

各地多措并举，办好孩子抚养教育、年轻人就业成才、老年人就医养老等民生事 ——

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R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

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

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

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现在，社会节奏很快，

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

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

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迈上新征程，我们要继续扎扎实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

项工作，用更多有温度的举措和暖民心的行动，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本版今起

推出“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栏目，展现各地各部门惠民生、

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实践，为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

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作出的努力。

——编 者

“老师今天带你做什么了？玩得开心吗？”下午 5 点半，下

班后的钱进还像往常一样，来到教室门口接上 2 岁多的孩子。

钱进家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她和丈夫都有自己的工作，

是典型的双职工家庭。孩子 1岁之前，都是由钱进的母亲帮忙照

料。可是 2022 年 4 月，母亲因为摔跤骨折，一时无法照顾孩子。

“我当时特别焦虑，孩子没人照顾，但也不想辞掉工作。”钱进说。

最后，经过同事介绍，钱进得知居住的小区附近开办了一

家普惠性托育机构。“我们马上去现场了解，发现他们非常专

业，老师都有从业资质，在孩子的照料和课程上有周到的安

排，收费也合理。”钱进说。一年多后，说起孩子的变化，钱进

非常欣喜，“现在能自己穿衣吃饭了，语言表达能力也好了不

少。专业托育机构顺应了我们家长的需要。”

屯溪区卫生健康委主任洪建淑表示，目前，屯溪区已有托育

机构 19家，另有 22家幼儿园开设了 2—3岁幼儿托班，共有托位

2028 个，每千人托位数达 6.7 个。“我们还对公办普惠性托育机

构，按照不低于每名幼儿每年 6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对民办普

惠性托育机构按照每名幼儿每年 4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安徽黄山屯溪区双职工家庭——

办好托育机构 顺应家长需要
本报记者 罗阳奇

【链接】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现阶段 3 岁以下

婴幼儿数量约 4000 万，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截

至 2022 年底，全国共有托育机构约 7.5 万家，提供托位约 350
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约 2.5 个。为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负

担，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已提

高到 2000 元。加大专业人才培养，目前已完成婴幼儿托育服

务与管理专业设置备案的高职院校有 661 所，完成早期教育

专业设置备案的有 257 所。 （本报记者杨彦帆整理）

冬日清晨，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宋曹中心小学的教室

里，传来琅琅读书声。一年级 1 班的讲台上，00 后教师葛玉烁

正使用“智慧黑板”授课。孩子们津津有味地跟着动画一起学

习拼音。“‘智慧黑板’连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让乡村

的孩子们一样可以享受到名校的优质课程。”葛玉烁介绍。

六年级 1 班的赵思彤最喜欢的是 3D 打印课。“以前只从网

上看过 3D 打印机，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能亲手操作。”她边说边

从书包里拿出不久前在课上打印好的冰墩墩模型向记者展示。

宋曹中心小学副校长杨振山说，学校标准化操场建起来

了，教学楼翻新了，还配备了智能机器人、3D 打印机等教具。

县里还为学校新招聘了 9 名年轻教师，补上了音、体、美等专

项课教师不足的短板，开设了 3D 打印课、编程课等新课程。

“我们的学生人数比 5 年前翻了一番！”他说。

“自 2018 年开始，元氏县通过特岗教师公开招考等方式

补充乡村教师 935 名。”元氏县教育局副局长曹美宏介绍，

2023 年，元氏县共拨付资金 5766 万元用于校舍修缮、教学设

备购置等，大大提升了乡村小学的教学环境和设施水平。

河北元氏县宋曹中心小学学生——

学校设施升级 享受优质课程
本报记者 邵玉姿

【链接】2023 年，我国继续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

能力提升项目工程，中央安排 330 亿元，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惠及约

3500 万名乡村学生。实施“特岗计划”，每年为中西部农村地

区补充超过 5 万名教师。超过 1 万名“优师计划”定向师范生，

为 832 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继续储备优秀教师。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总量增至 8.8 万余条，向农村学校

免费共享。 （本报记者吴丹整理）

“找工作也是一次历练和成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聂法儒，忙碌近半个学期，

寒假前夕如愿签约心仪的单位。

在刚结束的学期里，学校系列招聘和专题指导活动月接

连不断。去年 10 月份开始，聂法儒就在校园宣讲会上投简历、

面试。聂法儒坦言，在找工作过程中，自己压力不小。他来到

学校一对一职业辅导咨询室寻求帮助。“这些项目参与经历、社

区志愿服务经历，都特别好，可以写到简历里。”辅导老师不但

帮他解决了困惑，还精心修改简历，讲解沟通技巧。

“要用好学校提供的就业平台。”辅导老师嘱咐。聂法儒

回去后就跟作为“就业推荐官”的学院辅导员段梦达进行了沟

通对接。聂法儒在段梦达帮助下，完善了简历。随后，段梦达

帮助他投递简历、约定面试，全力争取应聘机会。去年 12 月

末，聂法儒应聘成功。

近年来，哈尔滨工业大学持续打造线上线下职业辅导咨

询室和生涯实践馆，年累计服务学生数量 2000 余人次；同时，

对就业困难学生实现分类精准帮扶，确保“稳就业”“保就业”

一人一策一案落实。

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

老师指导帮扶 助力实现就业
本报记者 祝大伟

【链接】2024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179 万人，同比增长

21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教育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

动各地落实落细各项稳岗扩就业政策。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

化就业渠道，深入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

动”，推进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支持中小企业更多吸纳高校

毕业生。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进一步优化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企招录及各类升学、职业资格考试等时间安

排，同时继续组织实施“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

层就业项目。 （本报记者吴丹整理）

画图、焊接、调试……在重庆工商学校实训室里，电气运

行与控制专业学生宋鑫正专心致志制作遥控手柄。

到这所中职学校学习后，宋鑫不仅学懂电子产品原理，还

学会使用电子元器件制作电子产品。在 2022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宋鑫荣获中职组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团体一

等奖。按照学校培养计划，他将在电子企业从事产品调试等

工作，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

与宋鑫类似，一大批学生在这里成长成才。“学生成长得

益于校企融合。”重庆工商学校校长朱泽彬说，“为帮助学生提

升技能本领，学校与企业合作，打造‘订单班’，企业直接参与

学生的培养实训过程，让学生了解一线需求，更好提升自己。”

自 2009 年起，重庆工商学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产教结

合办学模式，与近 200 家企业建立起合作紧密的就业基地网

络。2015 年 8 月，重庆工商学校试点“现代学徒制”，学校和企

业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设计实施教学，

企业资深员工到校培训，让学生到企业一线实地学习。江津

区教委主任徐宁表示，近年来，江津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办学

模式，全面提升职业学校教学质量、办学水平和服务能力。

重庆工商学校学生——

参与企业实训 提升技能本领
本报记者 刘新吾

【链接】2022 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 1.12 万所，在校生

3478.5 万人，共有教职工 171.5 万人。目前，职业教育设置

1300 余种专业和 12 万余个专业点，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职业教育聚焦人才培养质量，启动实施了办学条件达标

工程，高职高水平学校和专业建设，校长书记“访企拓岗”，支

持各地探索职教高考改革，建设高水平专业、课程、教材、师资

和实践基地，切实提升了职业学校育人水平，拓宽了学生多样

化成长成才通道。

（本报记者吴丹整理）

徐金凡今年 67 岁，是湖北省通山县南林桥镇石垅村人，6
年前查出高血压后，每个季度都会到镇卫生院来做检查。

“镇卫生院专门为老年人开设了患者诊断室。”徐金凡说，这

几天有些感冒，身体也不舒服，就想来镇里拍个片看看。现在镇

卫生院就能做 B 超和心电图，还有抢救室、胸痛救治中心、心律

失常防治站，小病慢病再也不用去几十公里外的县医院了。

近些年，通山县不断加强县医院与乡镇卫生院的医共体

建设，定期派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并设立了县、乡、村“心

电、影像、检验远程会诊中心”和“远程医疗服务会诊中心”，实

现了乡镇卫生院心电、影像中心全覆盖，能满足大多数老年人

的看病需求。

“高压 130，低压 80，血压比较稳定，心律也正常，只是有些

感冒，要注意饮食、多休息。”做了基本检查后，医生给徐金凡开

了药单，叮嘱道，“这些药如果吃完了，可以直接去村卫生室

拿。如果突然不舒服，可以联系村里的家庭医生寻求帮助。”拿

着单子，徐金凡来到了医院的一站式服务窗口。“镇卫生院挂号

是免费的，医保报销后普通病花不了多少钱。”徐金凡掏出医保

卡，“今天一共只要几块钱，刷卡就能结算，看病很方便。”

湖北通山县石垅村老年人——

镇里看病拿药 省时省力省钱
本报记者 吴 君

【链接】2023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为 89 元，新增经费重点强化对老年人等群体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我国不断以农村为重点，壮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加强全科、康复、护理等方面的人才引进，加强人员在岗培训，

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和健康管理能力。推广

“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政策，让更多优秀医务人员在基层留得

住、用得上。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3 年招聘

大学生乡村医生超过 5000 人，农村免费订单医学生有 4800 多

人完成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 （本报记者杨彦帆整理）

老人们的一首合唱，引来阵阵掌声。1 月 5 日，陕西省西

安市临潼区秦陵街道秦陵科技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一场演

出正在进行。

72 岁的张冬瑜是社区声乐兴趣班的班长，当天她特意化

了淡妆，在舞台上神采奕奕。“社区养老中心建成，我们的活动

场地面貌焕然一新，还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作为志愿者给我们

讲课呢。”张冬瑜笑着说。

老人们不仅能够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多样的文体活

动，还能享受针灸、推拿、按摩等理疗服务。张冬瑜的母亲今

年 96 岁了，有腰痛的毛病，“我就经常带她来，出了家门就到，

再也不用跑远了，特方便。”

秦陵科技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丹介绍：“我们社区有 1745
位 60 岁以上老人，占社区人口的 45%。社区医务室开设全

科、中医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等科室，目前已经为

1301 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

最让张冬瑜高兴的还是养老食堂，“每天的饭菜荤素搭

配，价格实惠。”张冬瑜说，“瞧，走廊、桌椅都进行了适老化改

造，吃饭的时候还能跟邻居们聊聊天，多好！”

陕西西安临潼区老年居民——

服务专业周到 养老不出社区
本报记者 原韬雄

【链接】截至 2022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800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8%。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

施 38.7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 829.4 万张。各地探索构建可持

续、可推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模式和保障

机制。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更美好”行动，截至去年 9 月底，已

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9.2 万多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19.76
万人次，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75.67 万户。老

年人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分别惠及 3434.6 万、

491.6 万、92.4 万老年人。 （本报记者李昌禹整理）

图①：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未来园早教托育中心，孩子

们在老师带领下做游戏。 许 多摄（人民视觉）

图②：河北省元氏县宋曹中心小学学生在学习 3D 打

印。 张晓峰摄（人民视觉）

图③：哈尔滨工业大学“就业推荐官”在招聘会上向企

业推荐毕业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全媒体中心供图

图④：重庆工商学校学生宋鑫正在实训室工作。

重庆工商学校供图

图⑤：湖北省通山县南林桥镇中心卫生院老年患者诊

断室内，医生为老人检查身体。 本报记者 吴 君摄

图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陵街道居民张冬瑜（右

二）与社区老人们一起练习合唱。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①①

⑥⑥

⑤⑤

④④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