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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2017 年，广西灵山县华屏村大力推动种养殖业产业发展，引导贫困户养猪 139 头，养牛 171 头，柑橘种植从 200 多亩发展到 1000 多亩，正式成立养猪合
作社，年出栏 1000 头育猪，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30 万元。100 多户贫困户申请获得产业奖补资金 117 . 574 万元。

“百姓收入大幅度增加、获得的幸福感越来越多”是灵山县 2017 年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亮点。

如果将灵山县发展喻为“一盘棋”，2017 年，灵山县凭着日益娴熟的“棋艺”和稳中求进的“棋风”，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305 . 7 亿元，增长 26 . 9% ；财政收入 11 亿元，增长 4 . 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25 . 6 亿元，增长 19 . 8%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86 . 6 亿元，增长 9% ；外贸进出口总
额 6 . 23 亿元，增长 33 .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 . 6 亿元，增长 9% ；引进国内到位资金 115 亿元，增长 1 . 4% ；实际利用外资 5030 万美元，增长 2 . 2% 。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379 元，增长 7%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831 元，增长 8% 。

经济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灵山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显
著特征之一。灵山县按照“调优做精第一产业，发展壮大
第二产业，突破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思路，不断推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

———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在农
业发展上，灵山县可谓“大手笔、巧手法”。灵山县大力推
动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7
年，全县创建(提升)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 9 个，新
创建农业示范区 17 个，新植各种优质水果 2 . 23 万亩;新
增合作社 166 个、家庭农场 12 个。

——— 工业发展挺起了灵山“脊梁”。2017 年，灵山县在
抓好十里工业园、陆屋临港产业园、武利工业园三大产业
园区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支柱产业建设，成功引
进建设了陆屋机电产业园及卫浴产业园。陆屋机电产业
园已完成投资 2 . 3 亿元，已签约进驻机电企业 48 家、卫
浴企业 18 家，企业设备进驻 21 家。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完成 305 . 7 亿元，增长 26 . 9%。同比增长 25%;规模
企业总量达 91 家，新增产值超亿元企业 71 家。规模工业
总量和质量不断提升。

———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2017 年，灵山县建成启用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成镇级服务站 17 个，村级服
务点 200 个，辐射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含网店)300 多家，
全县实现线上销售额超过 3 亿元；全县新增对外贸易备
案登记企业 11 家，完成外贸进出口 6 . 23 亿元；全域旅游
工作深入推进，推进龙武庄园旅游度假区一期等景区基
础设施建设，新建高星级酒店 3 家，全年接待游客
354 . 04 万人次，增长 37 . 72%，国内旅游消费 42 . 13 亿
元，增长 52 . 03%。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三产”的协同发展
使灵山县经济发展动力十足。

城建篇：城乡环境日新月异

2017 年，灵山县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着力推进
基础设施攻坚工程，实施安全防护工程项目 15 个，处治
安全隐患里程 144 . 2 公里，新建和改造桥梁 3 座，实施路
面大修工程线路 12 条(续建)，维修总长 79 . 12 公里，维
修面积 3 . 56 万平方米；新建便民候车亭项目 20 个，一江
两岸休闲带、六峰山环山骑步道等一批市政基础设施陆
续投入使用。

民生篇：幸福指数节节高

——— 精准施策挖穷根。2017 年，灵山县狠抓贫困村

摘帽和贫困户脱贫“两大指标”落实，夯实精准脱贫基础
性工作。完成全县 18 个贫困村摘帽和 1 . 3 万贫困人口脱
贫。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6811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
增 11380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2 . 43%；进一步提高低保和
特困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发放城乡低保金 1 . 77 亿元，特
困人员供养金 3204 . 22 万元，孤独生活保障金 988 . 2 万
元。

——— 开展重点民生工程，提升群众的“满意度”。2017
年，灵山县投入资金 1 . 35 亿元，建设校舍面积 83205 平
方米，招聘中小学教师共 373 名，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
额 233 个，成为广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考”的人
口大县；养老、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发放离退休人员
养老金 7 . 53 亿元，县域内就诊率保持在 90% 以上，医疗
保险实现区内大部分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办理异地
住院手续 7263 人次，统筹支付医疗保险基金 3031 . 62 万
元。

2017 年，灵山县展示了更加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海
纳百川的开放姿态和日益强劲的发展势态。新时代、新气
象、新使命……蓝图已经绘就，灵山向着幸福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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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1 月 21 日电(记者王
春燕)腊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寒风
刺骨、滴水成冰。“桥头工”刘福财站在暖和
的用工大厅里，喝着热水，盯着电子屏幕上
滚动的招工信息，黝黑的脸上满是笑容：
“想也没想过，咱‘桥头工’找工作也能有个
遮风避雨、温暖的‘家’。”

“桥头工”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对外来
闲散务工人员的称呼，在马路边上等活是
他们的生活常态。如今，呼和浩特市建成
的首个“工友之家”让“桥头工”们有了体
面候工的场所。

呼和浩特市南二环与昭君路的交叉路
口，曾经是呼和浩特市最大的“桥头工”聚
集地之一，夏季高峰时每天能有三四千人
聚集在此等待工作。如今，距此不远处建有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用工综合服务市
场，大厅门口挂有“工友之家”的匾额，这里
已是“桥头工”找工作的好去处。

一楼大厅是刘福财每天找工作、候工
的区域。大厅正中的一块大屏幕上滚动着
用工信息，屏幕前有几排宽敞的椅子供休
息使用，大厅的一角还可以免费接开水。

刘福财说：“以前‘站桥头’特别遭罪，冬
天冷得没处躲，站一天下来，经常脚都冻麻
了；夏天的太阳又特别毒，胳膊能晒掉一层
皮。现在有了‘工友之家’，再也不用受罪
了。”

“在‘工友之家’不受冻了，开水免费接，
楼上餐厅 7 元钱能吃饱，剪个头发只要 5
元钱。”45 岁的“桥头工”薛建廷也说。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局长荣晓霞告诉记者，“工友之家”的
初衷就是为了给这些“桥头工”们提供一个
体面的就业机会、一个遮风避雨的环境，同
时也给有意愿的务工人员提供相关就业技
能培训、法律咨询等帮助。

劳动用工综合服务市场的三楼正在进
行母婴护理培训。记者看到，参加培训的 9
个人穿着护士服，每个人面前的婴儿床上
都放着一个玩具娃娃，她们正向内蒙古仁
和物业服务公司的金牌月嫂学习如何做婴
儿保健按摩。

这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吕瑞婷说：
“玉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给我们免费
提供培训场所，我们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免费
培训。接受培训的人，如果获得母婴护理专
项能力证书，还可免费推荐就业岗位。”

一家装修公司的负责人赵巴图来到
“工友之家”登记用工信息，工作人员向他
推荐了 42 岁的张福荣。

“通过‘工友之家’这个平台招工人，用
工价格、工作内容都事先谈好，以前在路边
找个临时工，遇到过活儿干到一半就要求
加工资的情况，通过这个平台，彼此都能放心。”赵巴图说。

“我长期在这儿找活干，以前来一个雇主，大家一拥而上，抢着
干。像我这种嘴笨的都排不上。但现在我在这儿登记了，工作人员给
排号，只要干得好、信誉度高，就能获得更多推荐机会。”张福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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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23 日电(记者李建平、强勇、董宝森)
一股强冷空气近期侵袭我国最北省会城市哈尔滨。23 日当地
最低气温跌至零下 34 摄氏度，非常接近历史同期低温极值。
“极寒”之下，这个拥有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如何运行，人们又
是怎样生活的？

-32℃：早市人熙攘，活鱼“煮”着卖

23 日早上六点多，天刚放亮，冰城哈尔滨尚被冰雾笼罩。
路上行人稀少，脚步匆忙，不少人的眉毛、口罩、头上挂满冰
霜。帽子、围脖、手套、羽绒服成为人们外出的标配。

虽然清晨气温低至零下 32 摄氏度，但严寒阻挡不住东北
人的活力。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处早市，早餐、水果、蔬菜、鱼
肉……各种商品一应俱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人们都将自己
包裹得严严实实，虽然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讨价还价声依旧
此起彼伏。

“活鱼现卖，保证会游。”鱼贩张伟一边吆喝着，一边用棍
子搅拌着鱼池里的水。为了防止鱼池内结冰，他在鱼池下方生
起了火。

放眼望去，整个市场俨然一个“超级冰箱”。冻梨、冻柿子、
黏豆包被“简单粗暴”地放置在摊位上，由于气温极低，这些商
品被冻得“杠杠硬”地连在了一起。如有顾客购买，需用手掰、
棒子捶才能分开。

“在这儿站了一个多小时，身体基本冻透了。”虽然身上
穿着棉大衣，但商贩刘大伟仍然有些发抖，“今天确实冷，
但是快过年了，来买东西的人还是不少。顾客多，再冷俺也
高兴。”

-30℃：供暖必保障 室内暖如春

在“极寒”天气里，“你家多少度”代替“你吃饭了吗”，成为
冰城群众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

23 日上午十时左右，当地室外温度约为零下 30 摄
氏度。记者走进哈尔滨市香坊区香顺社区居民王喜燕家
中，一开门，一股热浪将记者眼镜蒙上一层霜雾，久久无
法散去。

王喜燕指着墙上的温度计说，她家属于老旧小区，最
近几年政府和物业对小区供暖设施进行了维修改造。虽然
这几天气温很低，但她家室内温度依然能保持在 23 摄氏
度左右。

当绝大多数人身处“温暖如春”的家中或办公室时，有一
群“最可爱的人”正为万家冷暖忙碌在供热一线。

“我这里不仅负责日常生产调度指挥，还有突发应急
抢险。尤其这几天气温低，更要注意。”哈尔滨市华能集中
供热有限公司承担着辖区内 26 万户家庭的供暖任务，公
司网调中心的曾卫东和同事们正密切监看着供热系统的
运行情况。

“华能供热”只是哈尔滨上百家热企中的一个。作为我
国高寒地区，哈尔滨市供暖期长达半年之久，供暖成为当地
冬季最重要的民生工作。哈尔滨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供热管理处处长邹志说，近年来哈尔滨推进小锅炉拆并、热
源建设、老旧管网改造等工程，仅去年就改造升级老旧管网
50 公里，新增集中供热能力 800 万平方米。

-24℃：天寒人心热 温暖你我他

寒潮不仅席卷了现实世界，也袭击了虚拟生活。“虽然
做到了军大衣、羽绒服、双绒裤、双袜子加持，可心里还是没
底。”哈尔滨一位市民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实时温度，引来
朋友点赞。

23 日下午两点，哈尔滨市出现当日最高温度———
零下 24 摄氏度。此时，穿着棉马甲、带着羊毛护膝的外

卖小哥周瑞杰正气喘吁吁地将一份外卖送到哈尔滨市长
江路上的一处办公大楼。“天冷，大家不太愿意出门吃
饭，我一上午就送了 20 多份外卖，差不多是平时的两
倍。”周瑞杰说。

“极寒”天气里，为保障哈尔滨市民正常生产生活，还
有许多人在自己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着：公交车司机起
大早提前暖车，让市民能够温暖出行；街头的交警比平时
多了不少，他们在寒风中，不顾眼睫毛挂霜，用标准手势
指挥着交通；电力公司职工对老旧供电设备和输电线路
进行重点检查，消除隐患，确保“极寒”天气下供电安全。

还有一些哈尔滨商家开设了免费“温暖屋”，让忙碌的
环卫工可以进来歇歇脚、暖暖身。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发
街，一个清洁小队被“拽”进一家宾馆休息，大家喝着热水，
聊着天。“天虽冷，但心里是暖的。”哈尔滨市环卫工人李长
玲说。

“极寒”之下的冰城哈尔滨

室内外温差 50℃是怎样的体验？

▲ 1 月 23 日，“冰城”哈尔滨市的最低气温已降至零下 35 摄氏度，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哈尔滨市松北区分公司
的投递员于明宝冒着严寒，像往常一样为客户投递邮件。 新华社记者王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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