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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时至今日，阜新的魅力不仅体现在
高楼大厦构建的壮美“天际线”，也体现
于关系千家万户柴米油盐的“地平线”，
处处可知可感。

磨得锃亮的水磨石地面、朴素的白
灰墙面、老式的办公家具……这幢极具
年代感的建筑，就是阜新市政府办公
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政务服
务中心、玉龙枢纽客运站、中心医院病房
楼等造型优美、功能完善的公用设施。

政府过紧日子，保障群众过好日子，
这是阜新始终坚持的民生建设主线。

转型之前，阜新市吸纳就业的能力
每年只有8000人，而下岗失业人员则以
每年2万人的速度递增。2000年，下岗
失业人员占全部职工人数的36.7%。城
镇登记失业率达7%以上，居全省第二。

人往哪里去，这是转型必须破解的
难题。

转型伊始，以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
为突破口，重点发展一、三产业，全力以
赴保饭碗、保民生。2002年3月，细河区
四合镇碱巴拉荒村建成全市第一个下岗
职工再就业基地。2002年至2004年，以
碱巴拉荒村为样本，在城市近郊建设了
数十个农业示范园区。此后，阜新历届
市委、市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拓展
现代农业的内涵，引进双汇、伊利等龙头
企业，壮大三沟、小东北等本土企业，成
为接续替代产业的重要“组件”。

阜新市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把就业
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久久为功，持续用
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重点发展三大
产业基地、十大产业集群和四个优势产
业，以产业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就业
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转型以来，城乡低保标准不断提高，
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失业保险实
现应保尽保，“友爱阜新”建设如火如荼，

广泛开展“蓓蕾生命救助计划”“扶贫帮
困”“捐资助学”等社会救助活动，党员干
部、企业家、志愿者纷纷加入其中。时时
有关爱，处处有温情，厚道善良的阜新人
守望相助，携手走出转型初期的困顿与
焦虑，迎来柳暗花明的新时代。

在“先生产、后生活”观念指导下，阜
新城市建设、民生事业、生态环境的历史
欠账越积越多。转型以来，他们不断推
动服务业向品质化、多样化、专业化发
展。大商新玛特商场、万达广场等零售
巨头纷纷落户阜新，星巴克、肯德基等品
牌连锁店遍地开花，意通物流园、彰武豪
德农贸物流中心等专业批发市场投入运
营，形成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阜新、彰
武两县县城为节点，辐射农村的商贸流
通网络体系。

施划公共停车泊位、改造老旧小区、
提升主城区排涝能力、建设全民健身设
施……阜新把80%以上财力用于民生领
域，每年滚动实施一批民生工程，以摸得
着、看得见的成果，真正让群众得实惠。
转型之初的就业难、住房难、行路难、就
医难、就学难、生活难逐一化解。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
向，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始终做到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这是转型的一项基本经验总结。

今年1月，阜新在全省率先实施了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人大代
表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2021年十大
民生实事项目。人民事，人民定，精准对
接群众所忧所需，民生服务不断向细处
着眼、向深处着力。

一枝一叶总关情。对城市而言，“幸
福感”是市民对她最大的肯定与褒奖。
阜新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殷切期待，让百姓更有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民生为先打造温暖之城

如果说，1960年版五元面值人民币上的海州露天矿，全亚洲最大发电厂曾经是阜新人最突出的自豪感来源，那么如今
宽敞明亮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风驰电掣的高铁列车，百花齐放的创新创业热潮……正让眼前的柴米油盐汇聚成诗和远方。

在玉龙湖畔骑行，在西市场品尝特色美食，在人民公园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长跑，在海棠山感受秀美风光……随着多
元、包容、开放、幸福的大门在阜新市次第打开，每一位市民都真实地触摸到了文明、情怀与温度。

城市建设，最终落点于人。转型发展，最终惠及于群众。阜新，历经20年淬炼，打磨出一座幸福与温暖之城，日益展现“物阜
民丰，焕然一新”的迷人风姿。

阜新经济转型
20周年

系列报道之二

民生篇

尽锐出战

“现在村子美了、腰包鼓了、心气顺
了，咱们这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庄户人，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日
子。”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官营子村
村民王娟笑着说。

在远离城市上百里的官营子村，
396户农民住进了楼房。电梯、上下水、
宽带、暖气样样不缺；污水处理厂、幼儿
园、托老所、卫生室应有尽有。

曾经的官营子村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1/3。如今，
村东养殖区牛羊肥壮，村西杂粮区稻谷
飘香，村南果树区硕果累累，村北棚菜区
绿意盎然，村民守家在地有事干，有钱
赚。2020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3 万
元，比 2015 年增长 4.6 倍。村集体固定
资产由几十万元增加到近亿元。

从贫困村到全国文明村，官营子之
变是阜新脱贫攻坚的一个典型样本。

脱贫攻坚是在煤炭资源枯竭，呈现
“矿竭城衰”的背景下展开的。2000年，
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城市特困群众
19.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5.3%。也就是
说，每四人就有一人生活在“警戒线”以
下。农村情况同样严峻，特困群众多达
60 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55%。这种城
乡双重贫困的情况，在全国也极为少见。

狭路相逢勇者胜。作为首批国家
扶贫改革试验区之一，我省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20 年来，阜新人以愚公移山之
意志、时不我待之干劲，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
之坚。

在阜新，97340 名贫困人口全部稳
定脱贫，年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038
元增加到 11124 元，年均增长 29.6%，高
于全市农民收入年均增幅 14.6 个百分
点，高于全省贫困人口收入年均增幅6.6
个百分点。197个贫困村出列，阜新、彰
武两县脱贫摘帽。

却顾所来径，这是城市经济转型与
农村精准扶贫同步推进的20年，是党员
干部夙兴夜寐、筚路蓝缕，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战的20年；是历史上首次整体消
除城乡绝对贫困，阔步迈向全面小康的
20年。

沃野生金，田畴披锦；稻禾青青，牛
羊满圈；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脱贫攻
坚的伟大实践，造就出一个个“官营子
式”的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图景。

打赢脱贫攻坚战

曾几何时，阜新既无空运机场，又无
水运港口，交通相对落后一直是经济发
展的瓶颈。“要想富，先修路”是贯穿转型
全程的一条铁律。

“坐汽车一过铁路，路面就变得坑坑
洼洼，汽车如同颠簸在惊涛骇浪里一样，
时时刻刻都有翻‘船’的可能。”这是20年
前一位记者笔下的煤城路。

煤城路是横贯东西的城市主干道，
曾是矿区生产运输的重要通道，沿途有
海州露天矿、阜新发电厂等30余家矿区
企业。在采煤红火的年代，这里车水马
龙，昼夜不息。随着资源枯竭，煤城路逐
渐归于沉寂。由于年久失修，道路破烂
不堪，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附近居
民苦不堪言。

阜新是新中国最早建立起来的能源
基地之一，也是最早出现资源枯竭的城
市之一。由于煤炭产业、矿区人口、煤矿
职工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同类城市，资源枯
竭以后各种社会问题集中涌现，具有鲜明
的断崖式下跌特性。2000年，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4.2亿元，人均218元，仅为全省
平均水平的30.5%。城市维护费支出更是
少得可怜，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不
仅煤城路破败不堪，就连解放大街、中华
路等骨干道路同样窄破脏乱。

吃水难、住房难、行路难、看病难、上
学难、如厕难……各种难题、矛盾交织在
一起，注定转型之路荆棘满布、困难重
重。阜新人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精
神，开启一段段拓荒之旅。

转型伊始，煤城路改造就被列为重
点工程，此后历经数次改造提升，这条烂
泥路旧貌换新颜，宽阔平坦、浓荫匝地、
畅通无阻，成为造福附近10万名居民的
幸福路、致富路。

2002年8月21日，阜锦高速公路通
车，这是阜新境内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阜
新到锦州港只需1个小时，按照国际惯
例，阜新成为沿海城市。此后，沈彰、铁
阜、阜朝等高速公路相继通车，搭建起四
通八达的“丰”字形网络。

2002年4月28日，阜新——上海直通
列车开通，一条铁路大动脉串起京津冀
和长三角，大大延展了对外开放的触角。

2007年11月10日，巴新铁路开工建
设。2015年1月15日，开通区间运营。打
开地图不难发现，巴新铁路横跨内蒙古、
辽宁两省区，其路径与“一带一路”相关
线路高度吻合，为阜新积极参与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和中日韩经济合作，提供
了无限可能。

2021年1月22日，京沈高铁全线开
通，阜新成为辽西、蒙东地区铁路交通枢
纽城市。

道路面积增长338%,排水管长度增
长335%,人行道面积增长702%，路灯数量
增长299%……数字大幅增长的背后，是
城市一天天地亮起来、绿起来、美起来。

2001年以来，新增行道树十余种，新
增绿化树木15种，大量引进紫苏、油菜等
20余种乡土花卉，实现一街一花、一路一
景。在迎宾大街两侧绿毯似的草坪上，
从枝繁叶茂的银杏树到造型别致的水腊
球，从宛若飘带的绿篱到艳丽的鲜花，共
同构建出“阜新式”的视野通透、层次分
明、绿量充足的景观大道。

转型以来，开展“一区带一镇”的行
政区划调整，实施市中心、阜新县城、新
邱区“三位一体”城区发展规划，构建“一
核一轴两区两带”空间发展布局，高标准
建设玉龙新城，城市规划一脉相承，层层
递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最怕上厕所了，几百户共用一个，早晨高峰期
要排长队，急死个人。”太平区孙家湾街道矸子山社
区党委书记姚立男回忆起当年的棚户区岁月，依然
啧啧摇头。

棚户区，资源型城市特定的历史产物。在当时
“先生产、后生活”观念指导下，矿工们在矿区的“三
边”，也就是矿山边、铁路边、高压线走廊边，建起大
量简易职工住房，形成“百里矿山、百里棚户”的景
象。当时,矿区人均住房面积仅6.6平方米，三代人

“挤”一铺炕的现象十分普遍。
阜新棚户区总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占全省

棚户区总量的1/3。煤炭开采还形成101平方公里沉
陷区，8万多名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曾几何时，“铁道南”在阜新人心目中是居住条
件差的代名词。以铁路为界，北面是市区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南面是矿区集中连片的棚户区。
孙家湾位于海州露天矿南缘、高德矿一号井以

东，兴盛于1913年，是阜新矿区兴起较早的地区，素
有“先有孙家湾，后有阜新市”之说。

2005年4月4日，被列为“天字号”工程的棚户区改
造拉开帷幕。2008年，孙家湾街道整体搬迁至太平区
高德东山地区，涉及6000余户2万余人。孙家湾人从此
告别低矮逼仄的棚户，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

转型以来，阜新强力实施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
户区改造两大民生工程。采煤沉陷区治理面积132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4.3万户；改造棚户区124片，拆迁
22.2万户。仅此两项就惠及全市一半以上城镇人口。

如今，“铁道南”再也不是旧模样，从新邱区到
清河门区，从城南到孙家湾，逶迤百里的矿区，一个
个花园小区拔地而起。从“乡下人”到“城里人”，从

平房到楼房，从住有所居到安居宜居。棚改，深刻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孙家湾街道盛城社区居民张淑芹原来住在煤
泥河边，整天在三尺锅台前忙碌，烧水、做饭、取暖都
离不开煤。“手指缝里全是煤灰，咋洗都不干净。”现
在，她衣着光鲜，是小区广场舞的主力。

近年来，阜新市开展“三供一业”、早期棚改小
区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进一步提升居住品质，满足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海州区平西街道惠西小
区居民自发创作了23幅手绘墙画，生动描绘了老矿
区、新小区的种种场景。这里的2.3万名居民大多是
矿工及其家属，他们以这种质朴而热烈的方式，表达
出浓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小城有大爱，建起广厦千万间。群众的张张笑
脸，恰是城市最美的风景。

半数以上城镇人口出棚进楼

转型之城的民生温度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日新月异

幸福宜居

今非昔比

上世纪90年代，梁永秀在彰武县贫瘠的沙坨子上劳作。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其乐融融的梁永秀一家。

曾经，阜新棚户区占全省棚户区总量的1/3。 如今，棚户区居民搬进了宽敞明亮的花园小区。

曾经，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煤城路。 如今，视野通透、层次分明、绿量充足的景观大道。

2021年，京沈高铁全线开通，阜新人出行更便捷。2001年，人流量日益萎缩的阜新南站站前广场。

在阜新这座幸福之城，人们生活着、运动着、快乐着。 本版图片由阜新市委宣传部提供

人们在德力格尔草原放飞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