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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贵阳 2 月 26 日电（记者赵新兵、
骆飞）近期，贵州省多地掀起今年一季度项目
开工建设热潮。从城市到农村，一个个聚焦综
合交通、大水网、互联网信息等基础设施补短
板项目，以及助力教育、卫生健康“双提升”的
民生工程有序推进。同时，贵州还积极提升农
业特色产业，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并促进
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同步发力，推动县域产
业园区经济发展。

投资聚焦民生提升幸福指数

　　走进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老城区的
习水县第九中学，施工场地上，工作人员正在
勘测。眼前拆除的是学校一栋“服役”超过 30
年的 3 层教学楼。
　　看着碎石瓦砾，副校长丁鹏的眼里却
充满期待。预计今年 9 月初，一栋全新的 5
层教学楼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彻底解决学
校教室不足的问题。“新楼规划 25 个班，能
容纳 1250 名学生，比之前能多 100 多个学
位 ，教 学 设 施 配 套 更 完 整 、更 安 全 。”丁
鹏说。
　　作为习水县今年一季度新开工的 37 个

项目之一，这个教学楼改扩建项目总投资
2759 万元，由习水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该公司发展部副部长杨华强说，
公司在一季度新开工项目中牵头多个教育类
民生项目，旨在提升全县教育公共服务。
　　据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消息，把惠
民生暖民心作为重要底线，全力推动公共服
务设施提质升级是今年一季度开工项目的特
点。数据显示，贵州一季度开工的 687 个项
目中，有 35 个聚焦教育、卫生健康等民生工
程，总投资 105.86 亿元。
　　贵州省黔西市一季度有 28 个重大项目
开工，锦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就在其中，以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医需
求。黔西市发展和改革局重大项目推进服务
中心主任邓建军介绍，今年项目建设更注重
民生补短板，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完善设施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土地连片、道渠相通、边坡稳固……地处
滇黔桂石漠化区的贵州省贞丰县小屯镇头猫
村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里，历经寒冬的冬
小麦长势喜人。

　　贞丰县小屯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仕
民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把“散田”

“碎地”聚合起来，连成一片，有力助推了山地
农业现代化。
　　当前，贵州有序推进十二大特色产业。为
此，贵州今年一季度开工建设项目全力推动
产业增长板补短板，其中开工农业现代化项
目 95 个、总投资 292.75 亿元，持续聚焦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推进农业“接二
连三”。
　　在贵州高粱种植大县金沙县，今年计划
实施 6 个高粱仓储项目，其中 2 个集粮库、
加工厂房、冷链厂房等功能为一体，进一步缓
解全县 11.45 万亩高粱种植收储空间不足问
题。金沙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梅松举说，提升
农业基础配套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能降本增效。

市场定位精准做强园区经济

　　春寒料峭，位于黔北山区的习水白酒包
材产业园温水园区生产火热。围绕白酒生产，
园区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包材产业链。
　　该园区的“逆袭”始于 2019 年年底，作

为贵州酱酒原产地和主产区的习水县围绕白
酒产业“腾笼换鸟”，迅速精准招商，配套建设
包材产业园。
　　一业兴，百业旺。短短两年多时间，这个
园区就从之前空空如也，发展到如今厂房被
企业“塞满”，园区产值超过 13 亿元。“精准
对接市场，改变了园区的命运。”习水县工业
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何继说，聚焦规模
庞大的白酒产业，全县包材配套产业有很大
发展空间。
　　去年底，贵州省发起大招商行动，力争实
现“千支队伍千次对接千亿签约”。受访人员
表示，今年贵州促进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同
步发力，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毕节市的金沙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
业园区，已入驻的 73 家企业全部投产，还有
8 家企业正在建设。开发区党建办主任范娇
说，园区积极承接东部转移产业，围绕电子配
套、白酒包材等精准招商，并进一步完善设施
建设，更好服务企业发展，拓展本地就业
岗位。
　　截至 2 月 13 日，园区返岗务工人数
7448 人。“大力发展园区经济，为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范娇说。

民 生 项 目 提 质  特 色 产 业 增 收
贵 州 以 大 项 目 建 设 促 多 元 发 展 一 线 观 察

　　新华社西安 2 月 25 日电（记者郑昕、李
一博）沐浴着春日暖阳，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一
处鞋匠铺里，残疾人李斌用手握住鞋帮，给鞋
底上胶、打钉、磨边。仅需几分钟，他就将一只
破损的皮鞋修补好，转身递给一旁的顾客
试穿。
　　这套工序，对于 1994 年就做起鞋匠的
李斌来说再熟悉不过。如今，随着修鞋、配钥
匙等“小修小补”的便民服务正规范有序回归
百姓生活，有更多像他一样有着一技之长的
残疾人被纳入社区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了就
近就业。
　　“一早上基本就没离开过座位。”李斌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他每天从早上 9 点来到

“小滨工坊”干到天黑才下班，修理的鞋少则
70 只，多则上百只。
　　“小滨工坊”，是咸阳市秦都区渭滨街道
办事处为满足周边群众日常需要而开设的便
民服务中心。这些临街店铺中，修鞋、理发、配
钥匙、家电维修等一应俱全，启动两年多来已
服务群众 3 万多人次，也成为吸纳当地残疾
人就业的平台。
　　左腿装有义肢的李斌是 2021 年 4 月入
驻这一服务中心的。此前，在路边摆修鞋摊的
他经受了多年的日晒雨淋。“我以前也在这一
片干活，但遇到大风大雨的天气就得歇业，收
入哪像现在这么稳定。”李斌说。
　　“李师傅手艺好、收费低，我今年都找他
修了四五次鞋了。还有不少人都是开着车从
城市另一头过来找他修鞋的咧。”顾客赵丽娟
告诉记者，现在城里街边的修鞋师傅越来越
少，至今还在这片区域坚持的，只剩李斌
一人。
　　渭滨街道锦华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冰告
诉记者，李斌是本社区居民，多年来一直在
附近从事修鞋工作。为了留住如今已为数不
多的修鞋摊，让周边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服
务，他们一方面辟出场地并免掉房租以吸引
残疾人来此就业，另一方面给予老年群体优
惠 以 招 徕 更 多 顾 客 ，实 现 了 双 向 的 供 需
匹配。
　　在与咸阳市相邻的古城西安，也有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把“小修小补”带回到社区，从
事力所能及的手艺活儿。
　　“您稍等，我马上过来。”临近傍晚，正在
吃饭的残疾人苏小泉接到一通电话，随即提

起工具箱、骑上电动车跨出家门。在成为修锁
师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很多次在用餐、熟睡时
前去求助者家门口修锁、换锁。
　　苏小泉的锁匠铺就开在自己位于西安
市灞桥区的家中。他在 14 岁时查出患有骨
髓炎，右腿落下了残疾。2017 年，苏小泉参
加了西安市残联开办的首期锁具修理工培
训 班 ，随 后 考 取 相 关 执 业 资 质 干 起 了 这
一行。
　　“当时和我一起培训的 26 名残疾人中，
有 4 人现在还从事开锁工作。”他说，由于开
锁、换锁主要是上门服务，他并没有开门面，
完全靠手艺赢得了口碑，也用这项技能养活
起了一家四口人。
　　“因为腿脚不方便，我的活动范围受限，
只能服务周边几个社区和村子，所以很感谢
顾客的信任和照顾，我更要给身边群众做好
服务。”他说。
　　西安市灞桥区残联副理事长王军平告诉
记者，苏小泉这些年热心公益，还担任灞桥区

永丰社区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在工作上、手艺
上都有不错的口碑。就连附近小区的物业公
司和房屋中介遇到需要开锁的情况时，也都
会先想着请苏师傅来帮忙。
　　据了解，西安市现有约 3400 名基层残
疾人专职委员。除了日常帮助社区残疾人办
理残疾证、提供就业指导外，他们中也不乏自
身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在社区开设理发店、修
锁铺、小卖部等，服务一方百姓的同时就近就
业。仅在灞桥区，就有 14 位从事“小修小补”
的残疾人，涉及推拿按摩、缝衣修鞋、街边零
售等行业。
　　王军平表示，在推动残疾人就业方面，

“小修小补”的前景广阔。未来他们将谋划
开展一系列“重手艺、轻资产”领域的就业
培训与指导，培养更多“小而精”“小而专”
的群众身边的手艺人，并与城管执法、市场
监管、商务、税务等部门沟通，让有技能的
残疾人有序进入社区便民服务体系，获得
就业机会。

  ▲ 2 月 23 日，在咸阳市秦都区锦华社区小滨工坊，残疾修鞋匠李斌（左）接待顾客。

                         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记者刘诗平）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
26 日开工建设，2023 年我国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新开工了 5 项重
大水利工程，一批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
进。截至目前，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已
开工 93 项。
　　 2023 年新开工的 5 项工程，分别是湖
北省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安徽省凤凰山水
库工程、河南省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治理
工程、福建省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和云南
省腾冲灌区工程。
　　最新开工的云南省腾冲灌区工程总投资
38.69 亿元，工期 48 个月，设计灌溉面积
58.81 万亩。工程建成后，可优化灌区水资源
配置体系，为灌区粮食及特色农业种植、腾冲
市中心城区及灌区沿线村镇提供水资源
保障。

　　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3 年全面加快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开局良好。湖北省碾盘山水利水电枢纽工
程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云南滇中引水、新
疆库尔干水利枢纽、陕西引汉济渭二期、长江
干流江西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等一批重大水
利工程有序推进。
　　记者近日在江西省九江市采访时看到，
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正在加紧
施工。在龙潭山至包公山段施工工地，30 多
名作业人员正在新建护岸和加固护岸，7 台
挖掘机来回奔忙；在永安堤段施工工地，5 艘
施工船舶在进行抛投作业。
　　“我们利用当前水位偏低有利时机，各作
业面加大马力投入机械设备和作业人员，抢
抓黄金施工期，确保水上护岸工程在主汛前
全面建设完成。”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应急治
理工程总承包项目副经理葛朋说：“工程建成

后，将有效消除江岸坍塌险情，与长江干堤和
已建护岸工程构成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保
障城市防洪安全和长江航道安全。同时，对涵
养岸坡土壤、保障河道生态环境起到积极作
用。”
　　 2021 年 11 月开工的长江干流江西
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是国家 150 项重大水
利工程之一。据了解，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
工程目前已开工 93 项，包括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环北部湾广
东水资源配置等一批事关流域或区域防洪
安 全 、供 水 安 全 、生 态 安 全 的 重 大 水 利
工程。
　　重大水利工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
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据水利部统计，
2022 年全国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47 项、投资
规模达 4577 亿元，开工数量为历史最多、投
资规模为历史最大。

云 南 省 腾 冲 灌 区 工 程 开 工

　　新华社拉萨 2 月 26 日
电（记者刘洲鹏）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错那县的勒布边境派
出所内，副所长侯强打开刚
到的包裹——— 竹笋、米粉，都
是家乡四川绵阳的美食。
　　派出所辖区是一片峡
谷，和县城有 1000 多米的
海拔落差。“现在快递下单
后，很快便能送货上门，非常
方便。”侯强说。
　　 2021 年年底，西藏自
治区 21 个边境县及乡镇实
现邮政网点全覆盖，山南市
地方财政也投入资金，用于
边境县民营快递网点补贴。
　　错那县是山南市的边境
县 之 一 ，平 均 海 拔 超 过
4000 米，常年天气寒冷。
　　“可以说一年有 9 个多
月相当于冬季，手被冻伤、嘴
唇被冻裂是常事。”山南市错
那县中通快递网点负责人郭
磊 说 ，快 递 运 输 单 程 超 过
240 公里，需要翻越 4 座海
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山，他
早晨 7 点出发，夜里 9 点后
才能回到网点。
　　这样日复一日的奔波，
郭磊坚持了 9 年。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
后，快递业务激增，2023 年
春节开始，山南市错那县中
通快递网点 4 名工作人员
常常忙到凌晨才收工。
　　现在，在错那县工作的
外地人可以收到家乡的包
裹，当地居民也能给在外求
学、工作的亲人寄送错那县
的特产。
　　“哪怕是容易变质的酥
油，我们也可以通过航空件
投送。”郭磊说，快递行业不

断发展，许多居民在藏历新年穿上了网购的
藏装。错那县的茶叶、人参果、虫草、奶渣等特
产也通过快递网络销往全国。
　　日喀则市中通快递网点副经理付相府见
证了日喀则市邮政快递业的变化。付相府
2016 年从重庆来到日喀则时，邮政快递业并
不景气。“当时日喀则百姓对邮政快递业没有
概念，不知道怎么寄件、收货。”付相府说，西
藏邮政快递业这几年迅速发展，现在日喀则
市中通快递网点有 20 多名员工，来寄件、取
件的老百姓越来越多。2023 年藏历新年最
忙的一天，网点提供快递服务超过万件。
　　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2022 年西藏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7882.59 万件，边境邮政服务网络和跨境寄
递网络不断完善，抵边自然村实现邮政服务
普遍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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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小修小补”回归助残疾人就业

　　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记者从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公司获悉，雄安新区至忻州高速铁路

（雄忻高铁）新盖房特大桥建设日前正式动工，
标 志 着 雄 忻 高 铁 雄 保 段 全 面 进 入 主 体 施 工
阶段。
　　据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雄忻高铁项目负责人麻
建华介绍，雄忻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东起京雄城际
铁路雄安站，向西经雄安新区、河北省保定市，到
达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 342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此次施工的新盖房特大桥全长 4304 米，是
这条线路的重难点和控制性工程，预计 2024 年
可以实现大桥主体全部完工。

雄忻高铁雄保段进入

全 面 主 体 施 工 阶 段

　　新华社长沙 2 月 25
日电（孙崇峰、刘新、张雅
雯）驻守在雷锋故里的“学
雷锋标兵中队”——— 武警
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望城中
队，60 年如一日传承弘扬
雷锋精神，被当地群众誉
为“ 雷 锋 故 里 的‘ 活 雷
锋’”。
　　走进中队营区，一尊
高大的雷锋紫铜塑像迎
面矗立；营院中，“雷锋文
化墙”记录着中队官兵践
行雷锋精神的点滴；营房
内，随处可见雷锋日记摘
录；宿舍里摆放着《雷锋
故事》，每名官兵的笔记
本扉页上都写有雷锋格
言……
　　“雷锋虽然离开了我
们，可雷锋精神在我们中
队却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传
承。”随中队政治指导员欧
阳智走进中队荣誉室，一
个摆放着各式日记本的展
柜格外醒目。
　　“这是每名官兵都会
收到的一份特殊礼物。”
欧阳智介绍，每逢新兵入
营、新排长入职等，除了
参观雷锋纪念馆、学唱雷
锋歌曲外，大家还会收到
一份特殊的礼物——— 日
记本，用来续写“雷锋日
记”。
　　官兵们 60 年间续写
的部分“雷锋日记”静静
地躺在展柜中，不同的封
皮 ，不 同 的 纸 张 ——— 变
的 ，是 样 式 ；不 变 的 ，是
精神。
　　“哥哥，你就是雷锋
吗 ？”在 驻 地 乌 山 小 学 ，
雷锋精神宣讲的义务授
课 刚 刚 结 束 ，一 个 小 朋
友 跑 到 讲 台 旁 ，拉 着 中
队 义 务 讲 解 员 、上 等 兵
刘 志 豪 的 衣 角 天 真 地
提问。
　　看着孩子澄澈的眼
睛，刘志豪先是一愣，又
笑着回答：“我不是雷锋，但我会努力成为雷锋
的。”
　　自 2008 年起，中队官兵每年都会利用学雷
锋纪念日、学校开放日等来到这所小学宣讲雷锋
故事，传播雷锋精神。
  “身为雷锋故乡兵，践行弘扬雷锋精神是我们
的责任和义务。”欧阳智说。
　　包括刘志豪在内，中队多名官兵都争着担任
雷锋精神宣讲员。这支雷锋精神志愿宣讲队自
1995 年 3 月成立以来，先后有 80 多人成为雷锋
纪念馆志愿讲解员，50 多人被聘为校外班主任、
辅导员，累计为数以百万计的省内外游客讲述红
色历史、雷锋故事。
　　中队荣誉室内，记者留意到一封特殊的来信，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笔 1000 元的“雷锋基金”捐
款。寄信人是中队曾资助过的学生高坤。
　　 2018 年，高坤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微薄的
工资无力担负家庭的重担。中队了解情况后，将高
坤纳入“雷锋基金”资助名单，帮助他完成高中
学业。
　　考上大学后，高坤携笔从戎，穿上了同样的一
身橄榄绿，那笔“雷锋基金”捐款是他入伍后的第
一笔津贴。“我想成为像雷锋一样的人。我想帮助
更多的人。”高坤在信中写道。
　　“‘雷锋基金’由中队官兵自发成立，基金来源
主要是官兵们捡拾废品的收入和自愿捐款。”刘志
豪说，“这笔钱全数用于资助贫困学生、看望慰问
孤寡老人，目前已累计捐款 60 余万元，帮助 30
余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资助了 60 余名孤寡老
人。”
　　 2017 年 7 月汛期，湘江航电枢纽蔡家洲水
电站告急，中队官兵奋战一昼夜，搬运沙袋 8000
余袋，为主机房筑起防洪堤坝。2022 年 4 月 29
日，望城区一栋居民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中队是
第一支抵达现场的救援力量……
　　每次早操后，中队官兵都会唱起《最美雷锋
兵》———“雷锋故里的雷锋兵，听党指挥无限忠诚，
作风优良献身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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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员将包裹送到侯强手中。
       新华社发（张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