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是民生之本，改革开放 40年来，夏邑县劳动保障系统就
业工作历经了从“统包统配”管理制度到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的重大变革。

为让更多人更好地就业，夏邑县进一步延续、扩展和充实高校
毕业生就业、鼓励创业、技能培训、转移就业等就业政策，形成了
更加积极、更加完备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就业工
作。新增城镇就业人员从改革开放之初每年十几人，提升到现在每
年的 7000多人。从实施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至今，已累计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 4.1 亿元，扶持成功创业 6397 人，带动就业 1.9 万
人，涌现出了一批像“王飞农场”“永震园林”等以农业和园林为
主的创业典型。2017年 9月 26日，该县被河南省推进农民工返乡
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河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县”。

“现在，夏邑县的经济发展了，就业岗位增多了，年轻人在家
门口找工作容易了。”8月 10日，面对记者，夏邑县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的退休老干部朱明新如是说。

夏邑县建起现场招聘、网络招聘、远程招聘、手机求职、公共
服务“五位一体”的实时智能招聘服务体系。2016年以来，全县
组织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大学生专场招聘会”等
各类大型求职招聘会几十场，提供就业岗位信息超过数以万计，达
成就业意向十多万人。社会保障从无到有，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
系基本建立。2018年 1—6月份，夏邑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健康保
险补偿 4583人次，补偿金额 600万元。开展了“一站式”即时结
算，对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实行了“一站式”即时
结算，并为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承办单位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
心服务大厅设立了服务窗口，确保贫困人员方便、快捷的享受医疗
保障待遇。

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作为。宽广的就业渠道让夏邑每个人都劳有
所乐，这不仅提高了夏邑人的幸福指数，更促进了夏邑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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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公园、绿地的建成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早
上5点我们准时来广场跳舞，这里环境好，空气好，来这里锻炼身
体心情好，身子骨也结实有劲。”采访中，袁红梅一边扭着秧歌，
一边乐呵呵和记者对话。

在上世纪的 80年代，县城原来都是一座座低矮平房，总建筑
面积不足 5 万平方米，可以概括为“一拥挤、二简陋、三脏乱
差”……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建设，夏邑县城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昔日被人们喻为“一条道路半条街”的夏邑县城只有
3.5公里城区主干道， 现在城区主干道总长度达到 124.6公里，形
成了“12纵 12横”为骨架，主干相通、次干相接、支路相连的城
市路网体系，新建大型小区40多个，总建筑面积575万平方米。如
今宽阔的街道绿树掩映，花草争艳，夜晚华灯齐放、争相辉映，沱
河风景区、古运河两岸满目青青、游人如织。

2016年，夏邑县被确定为全省首批“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县”，
天龙湖综合开发、人民路地下商业街、栗润街徽派建筑改造等一批
重点工程有序实施，使夏邑县县城品位进一步提高，形成了县城老
城区、新城区、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天龙湖风景区“五区”
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2017年5月，省长陈润儿视察夏邑百城建设
项目，8月，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现场会到夏邑进行观摩，省长
陈润儿对夏邑的百城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党的政策真好，一个月前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住院花了一
万多块钱，结果早几天出院时报了一大部分，保险公司又给报了一
部分，我几乎没花钱。这不，今儿我又领了几百块钱的低保钱，一会
儿我就到集上买肉去。”8月 10日，在夏邑县曹集乡农村信用社门
前，长寿社区低保贫困户班留军拿着刚领到手的低保金高兴地说。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夏邑县党委、县政府一班人的头等大事。他
们不仅重视老人养老，同样重视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以增加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改革开放 40年来，夏邑县民政系统大力践行“民政为民、民
政爱民”理念，在保障基本民生、发展养老服务业、创新社会治理
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2年5月，夏邑县被评为全国民
政工作先进县，夏邑县民政局多次被评为市、县文明单位。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县民政系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新要求，
工作取得新突破，民政事业迈上新台阶。

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民生方面
的投入，夏邑县城乡低保标准逐年提高。2018年城市低保人均月
补助水平为262元，比2006年提高了192元，12年来，月补助水平
提高了 3.7倍；2018年农村低保人均月补助水平为 154元，比 2006
年提高了 132元，12年来，月补助水平提高了 7.7倍。该县有效实
施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017年共资助低保、“五保户”49522人参保参合，资助金269.5万
元。全面实施临时救助，有效防止因突发性困难致贫返贫。今年以
来，已实施临时救助2999户3018人，发放临时救助款209.17万元。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为让大家看好病、好看病，夏邑县卫
生局锁定“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这一目标，多年来，通过卫
生系统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利用国债和省卫生专项资金及自筹资
金的方式，先后搬迁重建 9 个乡 （镇） 卫生院，改扩建 15 个乡
（镇）卫生院，迁建和改扩建率达到 100%。围绕打造城区 15分钟
卫生服务圈，已完成了夏邑县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县人民医院综合病
房大楼项目，搬迁新建了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并将人民医院分院、中
医院、妇幼保健院和第三人民医院新址等项目纳入民生十件实事。

在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的基础上，夏邑县卫生系统又连续开展了
机关“服务年”“作风年”“效能年”活动；开展创建“放心医院”

“群众满意医院”和“医院管理年”活动；实施行风专项治理，这
些措施的实施使夏邑县卫生行业群众满意度连年保持优良状态，先
后荣获国家级荣誉 15项、省级荣誉 49项、市级荣誉 109项、县级
荣誉405项。

夏邑县是中国长寿之乡，百岁老人随处可见。
8月 9日清晨，我们迎着薄雾和熹微的晨光，来到夏邑县长寿广

场。在这里，只见几十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随着舒缓的音乐在悠然地
打着太极拳，服装统一的中年男女们跟着节拍规范地跳着广场舞，
还有那沿街疾行的徒步健身队，朝气蓬勃的步伐洋溢出健与美……

2008年，夏邑县被中国老年协会评为中国长寿之乡。该县生
活着近 3000位 90岁以上的老人，百岁老人更是多达 160位。有些
老人虽然年过百岁，但依然能穿针引线、健步而行。

刘兰菊老人今年82岁，她的公公赵家振已经103岁, 婆婆赵洪
氏102岁。刘老太太说，她锻炼身体既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又
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公婆。80岁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但刘老太太
说她跟同岁的丈夫在家里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坚力量。

赵家振老人只是视力有点不好，腰板依旧硬朗。他的老伴赵洪
氏虽然有点弯腰，但是依旧精神矍铄。记者见到他们时，他们刚刚
散步回家，说起长寿的原因，赵家振告诉记者，他和老伴每天早晨
都爱到不远处的树林里闲逛。夏邑的林业资源相当丰富，森林覆盖
率高，这是他们长寿的一个因素。赵家振和老伴的第二个长寿之道
是吃清淡食物，他们都爱吃蒸菜，避免油炸烹炒，能最大程度地保
证了蔬菜的营养不流失。

除了赵家振和赵洪氏个人的养生之道之外，记者采访得知，夏
邑老人长寿的原因在于该县地下水水质的优良。夏邑县人大常委会
委员、农工委主任孙作军告诉记者，质检证明，夏邑县地下水硒、
锌、镁、钙、锶等多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较高，水的硒含量是其他地
区硒含量的3.5倍，达到了每升0.7微克。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化学
元素，被科学家称之为人体微量元素中的“防癌之王”，具有解
毒、延缓衰老的作用。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前，大家缺吃少穿，一个村超
过 80岁的老人都很少见。这会儿可好，全村超过一百岁的有五六
个，90岁以上的更多。”

多年来，夏邑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提高居民身体素质，大力
提倡全民运动。经常到长寿广场打太极拳的孔连升是一位101岁的
老人，他说：“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健身活动非常支持，如果你成
立健身队伍，县里马上会给你资助，俺这支太极拳队成立的时候，
政府不仅给我们解决了活动场所，还无偿给我们配了音乐播放机。
不仅俺这个队是这样，其他队也都是这样。”

夏邑县遍布城乡的孝道文化，为老人的健康长寿创造了积极的
氛围。“子孝父心宽，心宽方能长寿。”漫步城市农村，在夏邑县，
被称为“孝子”者不胜枚举。每年，县里都要隆重召开大会，表彰

“十大孝子”。106岁的老人胡焦氏至今能穿针引线、料理家务，她
和孙子一家生活在一起。胡焦氏不能吃硬食，为了确保老人吃饭吃
得好，孙媳陈素萍一日三餐都要问老人吃什么。

该县还抓好医养结合的养老体系建设，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呼
叫指挥中心，利用智能化“电子保姆”自动呼叫信息平台，为全县
老年人提供医疗急救、生活照料等全方位亲情对接服务，着力打造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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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改革开放40年，40年的变化天翻地覆，随处可

见。百姓越来越长寿，越来越好就业，越来越好看病就医；贫困户
脱贫致富也越来越有保障；街道越来越宽阔，广场越来越宽阔越来
越美丽，鲜花也越来越开遍夏邑的每一个角落……栗城迎来了新时
代，栗城处处都是新气象。

政策真是好 百姓生活幸福多 城建惠民生 居住环境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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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百姓在公园里游玩。 苗育才 摄

夏邑县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运动。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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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桑堌乡李院村百岁老人闫宗氏和儿孙们一起看全家福。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县摄影家协会为太平镇敬老院的老人免费照相。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县古运河新貌。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