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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8996元，同比增长 6.3%

去年市民口袋鼓起来了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去年，我市按
照“谋划储备一批、开工上马一批、续建完
工一批”的推进模式，开展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共续建、新建水利项目 40 多个，累
计完成投资 10 亿多元。这是记者 1 日从
市水务局获悉的。

我市对接部省积极争资立项，抓实
项 目 前 期 ，推 进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在水源、水网、灌区、生态修复方面

谋划重大项目，重点推进农业灌溉、万家
寨引黄北干支线、水神堂、城头会泉域保
护及水源置换等工程，编制了《大同市农
业灌溉发展规划》，谋划了云中、恒山、塞
上三大灌溉基地。加快了百万亩云中灌
区内 6 座中型灌区（黄黑水河、大众渠、北
跃、下河湾、广益、蕙花）续建配套项目的
可研报告编制和上报，6 个项目全部通过
水利部合规性审查并成功立项。同时，

积极向水利部申报 7 座中型灌区新建项
目（天阳盆地、云州、吉家庄、石佛寺、浑
河、唐河、壶流河），其中 3 座中型灌区已
申 请 列 入 水 利 部 2023—2025 年 储 备 项
目，争取投资立项；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
工程可研报告已上报待批，具备开工条
件；水神堂、城头会泉域保护及水源置换
工程可研报告已编制完成，初步提出投
融资方案。

去年我市水利建设投资10亿多元

本报讯（记者 邸东芳）昨日，平城区
政府与广盛原中医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携手发挥优势，共同
做好全民大健康，推进平城区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

去年，平城区政府与广盛原中医药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了“百日抗疫为民服务行
动”。为进一步加强政企紧密合作，双方
协商通过合作，把中医药现代化作为战略
性产业与生物医药、生命科学、健康产业
共同推进，在中医药产业平台、中药材育
种和种植基地、大数据运营项目等方面强
强 联 手 ，推 动 平 城 区 大 健 康 产 业 转 型 升
级，助力广盛原中医药有限公司成为面向
全国、面向国际的企业。

今年，率先在条件成熟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试
点开设基层中医馆，经验成熟后逐步增加
设立点，3 年内实现平城区基层中医馆全
覆盖。双方共建共管培训基地，推进信息
化 建 设 全 面 落 实 分 级 诊 疗 ，提 升 医 疗 质
量，同时持续加强中医药人才梯队建设，
挖掘中医宝藏，传承中医药文化，将中医
药文化融入百姓生活，让广大市民享受到
高质量的中医诊疗服务。

政企合作
推进全民大健康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去年，我市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8996 元，
同 比 增 长 6.3% ，居 民 消 费 支 出 有 增 有
降。这是记者 1 日从国家统计局大同调
查队获悉的。

去 年 ，我 市 城 镇 常 住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中 ，工 资 性 收 入 、经 营 净 收 入 、
财 产 净 收 入 和 转 移 净 收 入 四 项 收 入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增 长 ，工 资 性 收 入
仍 是 城 镇 常 住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主
体 ，经 营 净 收 入 平 稳 增 长 ，转 移 性 收
入 稳 步 增 加 ，财 产 性 收 入 增 长 空 间
大 。 其 中 ，城 镇 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为 19476 元 ，同 比 增 长 3.3% ，工
资 性 收 入 占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比 重 达 到
49.9%，是 拉 动 居 民 收 入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收 入 的 主 体 。
去 年 ，受 疫 情 冲 击 影 响 ，居 民 消 费

支出有所下降。疫情期间，市场供应充
足，“菜篮子”“米袋子”价格稳定，食品
烟酒、居住、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较小，人
均 食 品 烟 酒 支 出 5220 元 ，人 均 居 住 支
出 3434 元，人均交通通信支出 2535 元，
同 比 均 出 现 增 长 。 居 民 采 购 口 罩 、酒

精、消毒水支出增加，在“囤药”现象影
响下，医药支出增加，医疗保健消费上
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1437 元，同比增
长 2.1%。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
化娱乐、外出旅行等支出下降，同时受

“双减”政策影响，学生课外培训的支出
大幅缩水。

本报讯（记者 有为）春耕备耕时节，
天镇县农村信用联社抢抓春季农忙时机，
瞄准春季生产关键环节，为客户施足春耕

“金融底肥”。截至目前，累计为 73 户农户
投放春耕备耕资金 916万元。

天镇县农村信用联社将支持农户春
耕备耕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要
求 各 信 贷 网 点 对 农 户 、涉 农 企 业 所 需 种
子、化 肥、农 药、农 机 具 资 金 做 到 优 先 投
放，确保春耕生产顺利开展。利用闲暇时
间，深入田间地头，详细了解农户农业生
产 状 况 ，摸 排 走 访 农 户 春 耕 备 耕 资 金 需
求，对有资金需求且符合办贷条件的农户
做到早调查、早发放。主动对接村两委寻
求“一手信息”，精准掌握种养殖业生产情
况，在乡（镇）村张贴“阳光办贷”客户经理
公示牌并配套张贴信贷产品宣传单，做到
让村民能了解到、能联系上，让春耕备耕
资金支持更便捷、更接地气。该联社及时
推出“码上贷”“富农贷”等信贷产品，拓宽
授 信 覆 盖 面 ，发 挥“晋 享 贷 ”线 上 办 贷 优
势，让广大农户在充分享受系列优惠产品
的同时，足不出户实现线上申请、线上办
理、线上还款。

施足“金融底肥”
助力春耕备耕

平城区

天镇县

本报讯（记者 有为）3 月 6 日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惊蛰，预示着新的一年里
万物苏醒，我市民间有在这个节气吃梨
的习俗，寓意百病远离。记者昨日走访
发现，这几日，梨成为水果销售的主角，
市场上梨的品种多，给市民更多的选择。

记者在我市几家超市看到，各个产
地、品种的梨应有尽有，有雪花梨、酥
梨、鸭梨、皇冠梨、丰水梨、绿梨、香梨、
茄梨、早酥梨、玉露梨、南果梨等，价位
从每公斤 6 元至 16 元不等，口味有酥脆
的 ，也 有 绵 甜 的 ，给 了 顾 客 不 同 的 选
择。一位销售人员表示，惊蛰时节是吃
梨的日子，消费者可以多尝尝，看看哪
种口味的梨更好吃。市场上的摊位，以
酥梨、鸭梨、雪花梨较为常见。一位市
民表示，梨不光可以生食，还可以蒸熟、
榨汁、煮水吃，可以起到润肺等功效。

我市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是
由于在这个节气当中，春回大地，乍暖
乍寒，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使人口干
舌燥。梨性寒味甘，有润肺止咳、滋阴
清热的功效，所以梨特别适合在这个季
节食用。

本报讯（记者 张鑫）记者昨日走
访服装市场发现，随着气温回升，我市
各大卖场的服装区早早地换上了春装，
商家铆足力气寻找刺激消费的“良方”，
吸引消费者进店选购。

在 清 远 西 街 一 商 场 内 ，春 款 服 装
占 据 着 各 大 服 装 品 牌 店 的 主 陈 列
面。正在挑选衣服的“90 后”小赵说：

“ 一 直 穿 这 个 品 牌 的 服 装 ，今 天 店 员
打电话说有新款，我就过来看看。今
年 的 春 装 面 料 轻 薄 、色 彩 鲜 艳 ，有 点

‘ 小 清 新 ’，很 不 错 ，准 备 选 购 两 件 。”
记 者 注 意 到 ，春 装 价 格 较 高 ，除 了 几
家 服 装 店 表 示 部 分 春 装 参 与“ 满 则
减 ”活 动 外 ，新 款 春 装 不 参 与 任 何 优
惠活动。

促 销 区 的 秋 冬 服 装 都 贴 上 了“ 特
卖”或“打折”的标识，力度在五折至七
折。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两天气温
下降，加上冬款打折，选购羽绒服的顾
客也不少。采访中不少商家表示，每
年春节过后，会全面清仓冬装，一方面
是为回笼资金，另一方面是为春装上
新腾位置。

春装价格“居高不下”，而冬装却在
大打折扣。记者了解到，冬装价格打折
促销，确实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

“虽然现在买了穿不了，但款式还不过
时，价格比年前便宜了很多，一件大衣
才几百块钱。”和朋友一起逛街的吴女
士一下就买了好几件冬装。她认为，在
这个时候买冬装很划算。

惊蛰将至 梨子热销

一家水果店内，老板正在整理售卖的梨。 本报记者 戎禹仁 摄

春装上市 冬装促销

永泰南路某商场内永泰南路某商场内，，春装上市春装上市
冬装打折冬装打折。。 张鑫张鑫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