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老年人的社会
保障，报告透露一系列利好消

息：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确保按时足

额发放。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

如何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备受关
注。报告提出，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
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
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此外，报告还明确提出，严厉打
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

适当提高养老金标准适当提高养老金标准

报告提出，加强污
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强化

大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
治理，加大重要河湖、海湾污染整治力

度，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坚
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

发展。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

加快形成绿色加快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报告提出，居民医

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30元和5

元。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办法，实
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推进药品和

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逐步提高心脑
血管病、癌症等疾病防治服务保障水平，加强罕
见病用药保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
伸。

针对如何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报告提
出，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加强口岸城

市疫情防控，持续做好疫苗接种工
作，科学精准处置局部疫情，保

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
基本统一基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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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发 展 主 要 预
期目标包括，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
报告提出，各地都要千方百计稳定

和扩大就业。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
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
服务。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
岗和培训，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急需人才。

此外，报告还提出，坚决防止和纠
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力解

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突出问题。

防止和纠正性别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年龄等就业歧视

针对不同教育
阶段、不同群体的现实关

切，报告进行了回应：保障适龄
儿童就近入学。继续做好义务教
育阶段减负工作。多渠道增加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改善职业教
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

体制。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
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

斜力度。

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
减负工作减负工作

报告提出，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加快
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
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
展。报告还提出，再开工改造

一批城镇老旧小区。
（据新华社）

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

报 告 提 出 多 项
推动消费持续恢复的举措：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
入分配制度。发展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和以旧换新。促进家政服务业提
质扩容。加强县域商业体系

建设，发展农村电商和快
递物流配送。

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报告提出，保障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民

生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电。增强
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矿

产等资源勘探开发，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
备制度，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保持物价水
平基本稳定。

报告强调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提高
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切实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新建 1

亿亩高标准农田，新建改造
一批大中型灌区。

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你关心的民生问题你关心的民生问题
报告都提到了报告都提到了

5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社会政策要社会政策要
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坚持
尽力而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量力而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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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前株洲人如何“出城”？
除了火车还有轮船码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上客、起锚、发动，伴随着引擎的轰鸣，轮船
卷起翻腾的水流，向着对岸缓缓驶去……这是数
十年前，株洲轮船码头每天重复发生的场景。

随着一座座跨江大桥建成，繁忙而缓慢的渡
口远离了大家的视线，甚至年轻一辈“只知有桥，
不知有渡”。但对于不少老株洲人来说，这不仅
是心头一抹回忆，更是见证这座城市交通发展的
印记。

多条航线满足客运需求
除了“过河”还能“跨城”

1955年，轮船码头建成后，设为
省交通厅内河航运局株洲站。仇民
主收藏的资料，录有这里的航运基
本信息，包括株洲到湘潭、株洲到三
门、株洲到王十万等航线，以及开航
时间等。

比如，株洲到湘潭航线，开航时
间为每天早上9点，沿途停靠霞湾、
马家河、向家塘、易俗河、河口。这
条航线从1950年开始运行，到1987
年6月，随着汽车客运班次增加、人
们弃舟乘车而停航。

1964 年初，这里有了株洲到三
门航线，每日2班、座位314个，每天
下午 3 点 40 分开航，停靠地点包括
小麦港、石家埠、雷打石和霞石埠。
同年 6 月，该航线又新增延伸至王
十万的客船，每天中午 12 点开航，
除了原有的株洲到三门的线路，还
增加了昭陵、淦田、龙船港、华石、梅
冲、朱亭、彭皮港等停靠地点。

1971 年，株洲到王十万航线继
续延伸至衡山县，满足人们的“跨
城”需求。这条航线沿途停靠寺门
前、三棒树、石湾镇等地，于1981年
停航。

公路兴起
轮船码头成为历史

酷爱收藏历史资料的仇民主，
还保存着轮船码头的珍贵照片资
料。一张照片里，砖木结构的候船
室“浮”在近江处，一条约可容纳两
人并肩通行的走道，连接候船室与
码头阶梯，不远处，轮船正在驶近。

1981 年，省交通厅内河航运局
投资 42 万元，在河堤内建设 1400
平方米的站房和候船室，旅客上下
码头告别了长长的石阶，更为方便。

不过，从 1984 年起，随着个体
经营汽车客运兴起，公路网络四通
八达，湘江客运市场逐步萎缩，到
1992 年客班停运，这里也成为人们
的记忆。

一条泥巴路
曾串联两种客运方式

视线移到芦淞区车站路尽头的湘江边，这
是轮船码头的旧址，与正在改扩建的株洲火车
站相向而立。如今看来，这一条直道串联的两
种交通方式，仿若无声的传承。

株洲市文史专家仇民主还清晰记得，上世
纪50年代，火车站广场不大，车站路到湘江边
的轮船码头，还是窄窄一条泥巴路。不过，泥
巴路两头都好不热闹，就拿轮船码头来说，这
是当时株洲人往返周边地区的主要渡口，在霞
湾、马家河等地都有停靠，后来还发展了去衡
山县等地的班次，满足一些客商“出城”需求。

轮船码头一直作为专门的客运码头使用，
其前身是宝庆码头（邵阳船只专用）。相关资
料记载，1955 年，省交通厅内河航运局投资 3
万元，在这里用花岗岩条石砌成阶梯式码头，
有石阶 80 余块，下首的主码头宽 10 米、长 40
米，上首两侧的子码头各宽4.5米、长10米，固
定在岸边作为浮码头使用的趸船有2艘。

这个码头建成之前，建宁码头主要承担客
运功能。所以其刚通航期间，也被大家喊为

“新客运码头”。

民营轮船公司兴起
与外商争夺市场份额

湘江是长江主要支流之一，全省的黄金水
道，但株洲的轮船客运事业发展并非一帆风
顺。

清朝光绪年间，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激发了一群有识之士在湖南开办内河
航运事业的斗志，抵御外资控制中国内河航
运。

1897 年，当时湖南最大的内河航运公司
——鄂湘善后轮船局成立，次年，湘江轮船首
航株洲，也成为株洲轮船客运的开端。

这也带动了民营轮船公司的兴起。但当
时，部分民营企业除了自身实力有限，还要面
对外商的夹击，可谓筚路蓝缕、举步维艰——

1900 年，安化茶商梁啸岚租赁 4 艘“小火
轮”船舶，开辟长沙至株洲的短途航线，但由于
英、日等国外势力勾结官府作难，半年后即宣
告倒闭；1905年，商人唐绅自购“小火轮”一艘，
由湘潭开航株洲，但同一年，日本日清轮船公
司可载客100人的浅水轮开航，专开长沙至株
洲，日清公司与国内民营轮船企业激烈争夺市
场份额，迫使一些民营轮船公司停航倒闭后，
顺势推高船运价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清轮船公司
的华工罢工，在社会各界声援下，使日本的轮
船公司“无一乘客，无一件货”，被迫停航。

抗战时期，因敌军轰炸，株洲的客运轮船
停航，直到解放后随着需求复苏。

▲仇民主从轮船码头搭船的船票。 伍靖雯/摄

▲仇民主收藏的轮船码头相关资料。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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