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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群众住进新房搬迁群众住进新房。。  邓丽清邓丽清  摄摄

全民阅读活动在广西北港新材料全民阅读活动在广西北港新材料
有限公司举行有限公司举行。。        何蕾何蕾  摄摄

20252025 年铁山港区年铁山港区““春风行动春风行动””招招
聘会现场聘会现场。。            何蕾何蕾  摄摄

医护人员正在操作血透仪医护人员正在操作血透仪。。

新建成的营盘镇养老院新建成的营盘镇养老院。。  何蕾何蕾  摄摄

孩子们在美丽新校园
中健康成长。

向海社区航拍向海社区航拍。。

初 夏 的 向 海 社 区 ，79 岁 的 吴 德 华 漫 步 绿

荫步道，目光掠过在公园嬉戏的孩童，转向远处林立

厂 房 ——30 年前，那里曾是他与乡亲们“战天斗海”的荒滩

薄田。“住新楼房、领养老金，孙辈家门口上学，儿女进厂工作，这

日子过去做梦都不敢想！”老人的感慨，映照出铁山港区 30 年民生改

善的温暖轨迹。

从滩涂渔村到工业新城，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铁山港区建区 30 年

的发展史，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改善史。30 年来，铁山港区委、区政

府始终把群众福祉作为发展标尺，以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民生保障为抓手，

书写了一幅“安居乐业、幸福满港”的民生答卷。

就业：从产业兴到百姓富的为民初心

清晨 8 点不到，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的晨雾未尽，兴港镇下陂头村村民吴玉

莲已经换好工装，走进广西川化天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成品仓库。仓库里，一袋

袋硫酸钾肥整齐码放，数辆叉车往来穿梭，她仔细清点核对出库钾肥，麻利填写

出库单。“以前是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现在家门口就有好工作，每月 4000 多元，既

能照顾老人孩子，还能存下钱。”吴玉莲笑容里透着踏实。

过去，“外出务工”是铁山港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常年在外为生计奔波，与

家人聚少离多。如今，这座曾经的渔业小镇已蜕变为“中国工业百强区”。“5+2”

产业集群崛起，越来越多村民像吴玉莲一样，在家门口捧稳了“致富碗”，吃上了

“产业饭”。

这份“稳稳的幸福”，离不开政府“就业优先”的精准施策。针对企业“招工

难”与群众“技能弱”的双重困境，铁山港区打出“服务+培训”组合拳。每年举办

“春风行动”“金秋招聘月”等线上线下招聘会，架起企业与群众的“连心桥”；开发

乡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脱贫群众；开通“送工直通车”，将求职者从“家门口”

送至“厂门口”。针对技能不足的群体，政府更是将培训课堂搬到村头——利用

农闲、夜间开设电工、电商直播等课程，聘请专业教师手把手教学。

产业勃兴与就业服务的“双轮驱动”，让“造血式”就业帮扶结出硕果。2024

年以来，铁山港区举办招聘会 35 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494 人，农村劳动力新增

外出务工 1606 人；政校企合作累计为园区企业新引进专业技能人才 2791 人，通

过合作院校订单招聘和委培班定向输送技能人才 650 多人次；246 名脱贫劳动力

通过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实现“家门口就业”；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1175 次，

帮助 685 名求职者与企业“双向奔赴”。

产业兴、百姓富。三十载砥砺奋进，临港产业的浪潮托起铁山港区万家灯

火。从盐碱滩涂到厂房林立，从外出漂泊到“家门口”就业，铁山港区把为民初心

化作更多触手可及的“就业饭碗”，稳稳托起铁山港区人民的红火日子。

教育：从“泥巴操场”到“智慧课堂”的山海跨越

南康镇中心小学的课堂上，陈老师轻点电子白板，屏幕另一端名师讲解古诗

词的声音清晰传来。孩子们齐声诵读的童音与窗外操场上的笑声交织，构成一

幅生动的教育图景。“我刚来学校教书的时候，教室简陋，学生们的课桌都是粗糙

的木头钉成的；现在孩子们读书的条件变化可大了，教学楼明亮宽敞，实验室设

备齐全，上课的黑板也变成了可触控的智慧屏。”在铁山港区土生土长的陈老师

感慨道。

这样的蜕变，源于铁山港区“教育强基”战略的持续发力。30 年来，该区将教

育作为“民生之基”，铺就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阶梯。2015 年以来，累计投入

2.9 亿元，实施义务教育基建项目 391 个，新建改造校舍 167 万平方米，建成 26 所

公办幼儿园。2020 年，投资 8470 万元的实验学校落成，配备创客空间、心理咨询

室，并通过“名校托管”模式，让 3000 余名农村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与城区同步的

优质课程。

同时，教育公平的步伐不断加快。数据显示，全区公办幼儿园从 2013 年的

“零”增至现在的 26 所，乡镇公办幼儿园全覆盖；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51%，普

惠园覆盖率实现 100%。2017 年，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提前三年在全市率先通过

国家评估验收。高中教育则以特色发展破局，铁山港区南康中学构建“文化+体

艺”双培养模式，2024 年本科上线人数较 1997 年增长 800%。

更多教育的温度藏在细节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惠及万

余名学生；课后服务开设“南珠文化”“赤江陶烧制”等本土课程，每年组织 3000

人次研学活动；智慧教育网络覆盖全区，中小学城域网接通率、宽带网络接入率、

多媒体教室覆盖率均达 100%，23 所农村学校接入“智慧校园”系统，让农村学生

的视野跨越山海。

改变的不止是硬件升级，“五育并举”重塑港区教育生态。“双减”政策落地

后，校外培训热潮退去，30 个特色研学基地却愈发活跃。孩子们在珍珠工坊串制

南珠项链，在红色纪念馆演绎历史话剧，在国学诵读会上自信吟诵经典。“以前上学

重考试、讲分数，现在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南康镇第一小学的王校长说，“农村

学校也建起了音乐美术室和舞蹈室，再也不是别人印象中的‘艺术荒漠’了。”

强教必先强师。为破解“留不住好老师”难题，近十年来，铁山港区通过“特

岗计划”补充 149 名紧缺学科教师，投入近千万元培训经费提升教师能力，启动

名师“雁阵工程”，55 名学科带头人结对帮扶 200 余名青年教师。同时，教师工资

与公务员待遇联动调整，乡村教师享受生活补助和职称评定倾斜政策。本科学

历教师占比从 47.2% 跃升至 76.8%，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增至 46.7%。

数字见证跨越，该区教育总投入从 1996 年的 2000 万元增至 2024 年的 4.38

亿元；10 年间，义务教育生均校舍面积从 14.1 平方米增至 17.8 平方米；义务教育

巩固率由 2010 年的 92% 提高到 2024 年的 99.8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由

2010 年的 80% 提高到 2024 年的 98.5%。

从粉笔灰飘散的瓦房到云端互联的智慧课堂，铁山港用 30 年铺就一条教育

均衡之路。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变革，不仅改变了校园的面貌，更让每个孩子触

摸到优质教育的温度，为未来种下无限可能。

医疗：从“长途跋涉”到“健康守门”的放心“医靠”

“原以为这手臂保不住了，没想到救护车几分钟就到了，经过术后康复，如今

手臂已能活动。”严大哥回忆道。今年 4 月，严大哥工作时突然左上肢不慎被机器

皮带绞断，断离肢体仅有少许皮肉相连，鲜血喷涌而出。很快，严大哥被 120 救

护车送到铁山港区人民医院新成立的外二科，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显微手术，严大

哥成功保住手臂。1 个半月后，伤口完全愈合。

“谭大爷，今天血压控制得不错，药记得按时吃。”村卫生室医生余笑背着医

药箱敲响南康镇水鸭塘村脱贫户谭大爷的家门。85 岁的谭大爷患有高血压，过

去看病要坐车到镇上，如今每月都有医生上门，慢性病药直接送到家。“现在政策

好啊，不用为看病发愁了。”谭大爷笑道。

这样的故事，在铁山港区已不鲜见。过去，这里医疗资源匮乏，群众看病常

要辗转百里到市区，“小病拖、大病扛”成了无奈的选择。而建区 30 年来，一张覆

盖城乡的医疗网络悄然织就，让“家门口有‘医靠’”成为现实。

2023年 5月，临海工业区人民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填补了工业园区的医疗空白。

这座医院不仅配备了先进的影像设备，更通过“互联网+”与北海市人民医院开展体

检合作，让工业区职工和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的精准体检。与此同

时，区人民医院 2024 年 6 月启用的血液透析室，则成了尿毒症患者的“生命驿站”。

“以前每周三次透析，要坐两小时车去市里，现在走路10分钟就到医院。”郑女士翻着

厚厚的病历本，医保报销后每月自费仅需300多元，“负担轻了，人也活得有盼头。”

为了让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铁山港区卫健局推出一系列暖心政策：门

诊“一次挂号管三天”，复诊无需重复缴费；住院“零押金”政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

不再因筹钱延误治疗；检验结果全区互认，避免重复检查的折腾……“过去挂号排

队半天，现在直接找医生复诊，省时又省钱！”带着孩子复查肺炎的张女士感慨。数

据显示，仅 2024 年，这些举措便为患者减免费用超 3.8 万元，惠及近万人次。

在乡村，医疗改革的春风同样温暖。2019 年以来，铁山港区新建改造 39 所

村卫生室，并确保每个卫生室配备至少一名“乡聘村用”医生，让乡亲们有个头疼

脑热再不用往镇上跑。

断指再植手术成活率 100%、血液透析年服务超千人次、78 名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14.9 万群众、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85%、高血压和糖尿病规范管理率

均超 64%……一张张健康“成绩单”背后，是无数家庭摆脱疾病困厄的笑脸。“医疗

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铁山港区卫健局局长表示，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让每一个港区人都能在家门口有‘医靠’。”

民生保障：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幸福密码

初夏的向海社区，崭新的楼房在绿荫掩映中飘来阵阵饭香。吴德华送完孙

子上学后，悠闲地在体育公园散步。很难想象八年前，他一家还挤在上陂头村瓦

房里，靠种田捕鱼为生，日子拮据。如今搬进敞亮的安置房，过上幸福新生活，他

感慨万千：“出家门一分钟到学校，楼下是公园，三分钟上主干道，养老金月月到

账，吃穿住行，样样都好！”

吴德华的“幸福样本”，是铁山港区书写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的有力着笔。

该区以“安居为先”为民生托底，通过高起点规划、大手笔投入，为 774 名搬迁群

众构建新家园。214.29 万元建成体育公园、向海市场，配建 545 套安置房，铺设

18.68 千米道路及 2 万余米管网；新建铁山港区实验学校和第七幼儿园，实现“家

门口”全学段教育。“四纵四横”路网串联起幼儿园、农贸市场、在建新医院，编织

成 15 分钟“幸福圈”。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在产业车间找到新活计，“安居

乐业”从蓝图变为实景。

民生温度同样浸润在养老服务的细节里。在南康镇综合福利院内，93 岁的

独居老人苏文斌刚过完集体生日，护理员正为他按摩，他深深感叹：“以前在家生

病无人知，现在专人照料，衣食不愁。”这样的场景，得益于铁山港区不断完善养

老服务网络：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区级综合福利院、乡镇区域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农村幸福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新建营盘镇敬老院，设置床位数 58 张；通过

实施福彩资金支持持续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为辖区经济困

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 680 张家庭养老床位，累计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 6.66 万次，实现“养老不离家”；全区高龄津贴惠及超万人次，让“老有颐养”更

可感，银发生活更有尊严。

背街小巷的蝶变，见证治理精度。走进南康镇，硬化路面平整延伸，蛛网电

线全部入地，太阳能路灯点亮街巷，分类垃圾箱随处可见，排水管网改造让“水漫

金山”成为历史。自 2020 年启动背街小巷整治以来，改造 46 条街巷，铺设排水管

道 1.3 万米，惠及 5.2 万居民。村居街委建立“居民议事会”机制收集群众意见，将

休闲座椅、停车规划等“微心愿”融入城市设计，曾经的“烦心巷”变身“幸福里”。

城市的“里子工程”更考验治理功力。“以前汛期暴雨浸街，现在半个钟头就

排干净了！”南康镇居民陈阿婆说。2020 年，铁山港区启动污水厂扩容工程，日处

理能力提升至 3500 立方米，实现雨污分流。南康江沿岸村民老周拧开农田灌溉

阀笑道：“江水清了，庄稼长得更好！”

建区 30 年来，铁山港区以“绣花功夫”精心织就民生长卷、绣出幸福图景：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任务完成率达 100%；社会救助资金年支出增至 4019.58 万

元，累计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 4.25 亿元，牢牢兜住民生底线。民生支

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达 81.6%；2024 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 44690 元、23252 元，较建区之初分别增长 6 倍、15 倍。从“向海而生”到“因

民而兴”，这片热土让产业与民生同频共振、发展与温度深度融合，成为百姓安

居乐业的温暖港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铁山港区委宣传部提供）

三十载砥砺前行三十载砥砺前行  绘绘就港城幸福底色就港城幸福底色
——铁山港区成立三十周年民生事业发展工作掠影

本报全媒体记者 罗远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