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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 州 篇

□记者 戴绍志 王雅楠 通讯员 袁铮

施政有常，利民为本。创业就业渠道拓宽，精准扶贫成效凸显，社会保障日臻完善，教育资源持续优化，文化

生活日渐多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沧州市百姓的获得感日渐增强。

利民为本 增强百姓获得感

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员工肖红印

在沧州上班
和生活挺好的

民生故事

情系民生，推动社会事业发展33

□记者 戴绍志 王雅楠

从北京顺义一路向南，259 公里
之外的沧州，成了北京现代沧州工厂
总务科管理员肖红印的第二故乡。

“在沧州上班和生活，工资待遇和
在北京时是一样的。”肖红印说，“这里
配套设施做得非常好，城市干净，和在
北京没什么两样。出了小区就是公
园，大型商场步行五分钟就到，孩子的
学校迎宾路小学离家只有3公里。”

交通先行，为沧州更好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以前北
京与沧州之间只有绿皮火车，三四个
小时才能进京。随着京沪高铁建成通
车，沧州真正步入了“京津一小时都市
圈”，到北京仅需51分钟，到天津只需
22分钟。

目前，沧州已成为全国交通干道
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京沪高铁，京沪、
京九、邯黄、朔黄、黄万、沧黄（骋宇）等
铁路干线，京沪、京台、黄石、保沧、荣
乌（津汕）、大广、沿海等高速公路以及

“六纵四横”的国省公路干线，撑起了
沧州的陆路交通骨架。

□记者 戴绍志 王雅楠

“这种化肥现在特价，83 元一袋，
咱得抓住机会，提前订好货。”说话的
是肃宁县梁村镇前丰乐堡村村民肖英
妹。作为县里首批农村淘宝合伙人，
她正通过淘宝网为村民预订化肥。

早在2006年，肖英妹就接触到淘
宝网，可那时的网购取件并不轻松。
在网上买的东西，一般会寄到县城，最
近的也只能寄到镇上，住在村里的她
要坐车或骑车去取。2015 年，肃宁县
全面启动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深度合
作，计划在全县 253 个行政村建起村
级服务站，实现便民服务全覆盖。

得知消息的肖英妹第一时间应聘
成为农村淘宝合伙人。2016年3月，经
过培训，肖英妹借助阿里巴巴集团用于
服务站软硬件设施建设的 1.5 万元资
金，实现了自己的“淘宝梦”，并以“店小
二”的身份进行打理。“农村淘宝服务中
心有专门的仓储分配中心和配送车，村
民在网上选购的产品经过分流后，24小
时内运送至村级服务站。”肖英妹说，村
淘服务站真正打通了物流“最后一公
里”，如今，每天到她这儿购物、取件的
村民络绎不绝，开业一年多，月单量近
千，月均销售额超10万元。

随着村淘服务站的发展，肖英妹
又萌生了新想法。看到村里发展起了
蔬菜大棚和花卉大棚，她正谋划利用
淘宝平台，把这些农副产品搬上“云
端”，让它们走向全国各地。

面对悉心经营的 10 亩大棚，南皮县乌
马营镇王庄村村民王元亮满心欢喜。“我离
乡去东北务工数十年，带着一家老小回来
时，在村里没房没地，多亏了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驻村工作组的帮忙，让我们一家人
回乡落下脚、扎下根。”他说，在工作组的
帮扶下，他包地建大棚，收益可观，日子
一天比一天有奔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让
一个人掉队”成了脱贫攻坚的最强音。沧
州市打响脱贫攻坚战，以引导培育农业新
型业态为支撑，以贫困村经济协调发展为
重点，以贫困户兴业增收为目标，创新扶
贫到户机制，强化整合撬动资金，不断加
大投入力度，为更加全面的民生夯实坚定
基础。资料显示，5年来，全市争取中央和
省市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17.2 亿元，社会帮
扶资金超过7亿元。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沧州市将更多的
目光放在了机制与思路创新上，通过产业
与项目增加百姓增收的内在动能。仅去
年，全市“牧菜菌”三大扶贫特色产业就

实现销售收入 85 亿元，同比增长 12%，年
度扶持的 6 万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1333 元；
204 个村完成了光伏扶贫发展规划；进一
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探索“资本到
户、权益到户”精准扶贫收益保障机制；
出台了 《关于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
和救助水平的实施方案》，对解决农村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和扶贫对象医疗负担过重
问 题 作 出 了 安 排 ， 年 内 全 市 医 疗 救 助
15009 人；在实施推行低保线与扶贫线

“两线合一”的基础上，将农村低保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3500元⋯⋯

为给广大群众织就社会保障安全网，
沧州市承诺有声，行动有力。

成立了沧州市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领导小组，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民工工资
预储金制度，扎实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
专项行动，仅去年就为 2963 名农民工追
回被拖欠工资 3687.26 万元；去年棚户区
改 造 开 工 16040 套 ， 占 省 定 任 务 的
107% ， 棚 户 区 和 公 租 房 基 本 建 成 2431
套，占省定任务的 173%，确保城镇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进一步推进
社保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 78.6 万人，城镇职工医
疗 保 险 参 保 68.02 万 人 ， 生 育 保 险 参 保

41.79 万 人 ， 工 伤 保 险 参 保 56.58 万 人 ，
失业保险参保 36.6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
保 险 参 保 368.89 万 人 ， 参 保 率 98.24% ，
领取率 100%⋯⋯

肃宁县前丰乐堡村村民肖英妹

村淘“店小二”
生意通四方

沧州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伴随着一项项经济大数据在时间
轴中描绘出的上升曲线，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也一天天鼓起来。

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
成 28605 元，同比增长 8.6%；农村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完 成 11340 元 ，同 比 增 长
9.2%。群众手里的“活钱儿”越来越多，笑容
更加灿烂。

富民增收，是沧州全力打造民生工程的
最大目标。促进就业，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压舱石”。
定期组织“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

活动，连续两年开设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
市场”，及时拨付援企稳岗资金，“一对一”量
身定制就业帮扶，认定技能培训定点学

校⋯⋯系列活动打出帮扶就业组合拳，为人
人劳有所得提供了保障，筑牢了民生根基。

相关数据显示，5 年来，全市新增就业
30.95 万人，仅 2016 年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6.89 万人，全市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为零，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49%以下，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为解决好就业问题，沧州市把就业公
共服务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使社会就业更
加充分，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稳定。在此基
础上，沧州市将大众创业提上新的高度，
出台 《沧州市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沧
州市开展创业服务实施“创业帮扶工程”
工作的通知》 等系列专件，以利好政策引
导更多人将目光从“找工作”转移到“拼
事业”，在解决自身工作问题的同时，创造
出更多就业岗位与社会财富。

2016 年，沧州学生董义凯大学毕业后
选择了回乡创业，创办沧州义泽网络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开发的网络
支付系统已与市公交公司联姻试运营。“相
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单位用上
我们的产品。”董义凯信心满满地说。初入
社会的他没想到创业路会走得如此温暖，
入驻沧县昌盛创业孵化基地后，免息贷款
让项目得以运转，部门帮办扫清了一切障
碍，使得他们的产品出炉有了“飞一般”
的速度。

几年来，在各级各部门的鼎力支持下，
各类“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在沧州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和董义凯一样怀
揣梦想的创业者在这里创业就业。据统计，
仅去年一年，沧州市就新增市场主体7.11万
户，由此带来大量就业岗位。

定期打开手中的智能设备，与居家养老
信息服务平台的客服人员及特约医生网络
视频对话，成了运河区西环中街社区 84 岁
居民张淑香的新习惯。“不出门就能看病，多
方便！”她说，不仅如此，送餐理发、装修保
洁、刮痧按摩等数十项服务都能在家预约。

这是运河区在沧州市率先实施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带来的变化，政府出钱，企业运
作，让辖区老年人切实得到了实惠。去年，
沧州市出台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补
贴暂行办法，进一步推动类似模式在全市

推开。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和省各项民生政策，沧州市认真了解群众
所需所求所盼，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
群众的心坎儿上。

5年来，沧州市带着感情做民生工作，在
社会事业发展的众多层面动真情、出实招。

——生活服务更为贴心。提前供暖、供
暖期公交免费、取消取暖空置费，于细微之
处彰显民生情怀。

——教育事业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全

市中小学标准化率达到了 81.5%，提高了区
域义务教育发展水平；普通高考成绩持续稳
步上升，高考本科上线人数居全省前列；投
入19.4亿元实施全面改薄工程，极大改善了
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沧州师院开办本科专业
达 33 个，河北工专成功升本，变身为河北水
电学院。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16 年，全
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207 天，比 2013 年增
加74天；2012年以来，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保持 100%；2016 年全市共计完成

造林 77.1 万亩，造林绿化的规模、质量均创
历史新高，森林覆盖率达到 29.5%，沧州跻
身“国家园林城市”之列。

——文化建设成果喜人。沧州市图书
馆、博物馆、规划馆新馆建成投用；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不断推进，累计投
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 20 多亿元；依托
欢乐社区（乡村）行等系列文化活动，10万余
名普通群众登上演艺舞台；出台《政府购买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实施办法》，5 类 40 项服
务免费或低价向社会公众提供。

情系民生，彰显在百姓的口碑中。沧州
市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群众所想所盼所需做
起，一件又一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幅又
一幅民生画卷徐徐舒展。

小康路上，不让一个百姓掉队22

富民增收，筑牢民生保障之基11

随着一批商贸服务设施建成投用，沧州
城乡消费环境日益改善。图为红星美凯龙沧
州店。 记者 戴绍志摄

置身狮城公园，向前眺望，五星级金狮国际酒店和精品住宅小区相映成辉。记者 戴绍志摄

莲花瓣造型的沧州体育场莲花瓣造型的沧州体育场，，和沧州新城有机融为一体和沧州新城有机融为一体。。 魏志广摄魏志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