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春节日益临近，市区的节日
氛围愈发浓厚。在这个辞旧迎新的重
要时刻，“美甲、美发、美睫”这一经典
的“过年三件套”再度成为广大女性消
费者的热门之选，不仅为寒冷的冬日
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推
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繁荣的重
要力量。

近日，记者深入市区各大商场、美
容美发店及街边门店进行了实地探
访，所到之处皆是一片繁忙而有序的
景象。

在美甲区域，座位上坐满了精心
挑选心仪指甲油颜色、与美甲师深入
交流款式的顾客。从经典的正红色
系到近年来流行的裸色、猫眼石色，
再到各种创意独特的贴钻、彩绘设
计，美甲师们以指尖上的精湛技艺，
将女性的美丽与个性展现得尽善尽

美。一位正在享受美甲服务的贾女士
笑着表示：“快过年了，我和朋友一起
来做个漂亮的指甲，换个精神面貌，迎
接新年的到来。”

美发区域同样热闹非凡。发型
师们忙碌地为顾客进行各种发型设
计，包括烫卷、拉直、染发等，期望帮
助顾客们焕然一新地迎接新春节。
年轻女孩大多倾向于选择时尚的发
色，如亚麻色、黑茶色、奶茶灰棕等，
为自己增添一份青春活力；而成熟
女性则更偏爱优雅大气的卷发或干
练利落的短发造型，彰显出各自年
龄段的独特韵味。正在染发的王女
士感慨道：“新年新气象，换个发型
换个心情，希望新的一年能够顺顺
利利。”

美睫店内也是顾客盈门。自然
款、浓密款、仙子款等各种类型的假睫

毛被巧妙地嫁接到顾客的睫毛上，让眼
睛瞬间焕发出更加明亮有神的光彩。位
于中心街中防万宝城的一家美睫店负责
人表示，很多顾客表示种了睫毛后眼睛
看起来更加有神，化妆也更加便捷，过年
走亲访友时整个人显得更加精神焕发。

线下门店生意升温，线上预约平台
也持续发力。为了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
需求，不少商家纷纷推出了各种优惠套
餐和新年特色项目，吸引消费者前来体
验。这股热潮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美容美
发行业的消费增长，也为地方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与此同时，“过年三件套”的火热发
展还为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
市场需求的增长，美容美发行业对专业
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许多年轻人选
择投身这个行业，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
来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为未来的职业

发展奠定基础。
在这股“过年三件套”升温的背后，彰

显了人们对美的无尽追求和对新年的美
好憧憬，同时也反映了小美业在岁末年初
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然而，随着市场的
繁荣，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如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价格虚高等现象时有发生，这
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体验，也对行业的健
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相关部门
和商家需要携手合作，加强行业规范和监
管力度，提升服务质量水平，确保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让这个行业能
够持续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为地方经济
发展和就业市场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春节前夕，“美甲、
美发、美睫”三件套成为广大女性扮靓自
己、迎接新年的重要仪式，更多的女性朋
友以崭新的面貌和愉悦的心情步入新的
一年，书写更加美好的人生篇章。

“美丽经济”升温 春节仪式感拉满
记者 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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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帮忙看看我这双鞋。”
“坐下来等等，一会儿就好。”在宝塔
区双拥大道向阳沟，修鞋匠高艳雄
一大早就摆开了摊位，看到有顾客
前来，他一边热情地招呼，一边顺手
接过鞋子。

高艳雄坐在一把凳子上，眼神认
真专注，将皮鞋开缝的地方进行缝补，
一针一线间手法灵活自如，随后又沿
着鞋缝抹上胶水，整个过程熟练流畅。

和以往的老年人修鞋匠不同，眼
前的高艳雄只有 44岁，看着精明能
干，他已在这里修鞋 6年了。记者通
过和他聊天，才发现看似平凡的日子
背后，是高艳雄不屈不挠的人生。

家庭生活贫困 幼时辍学务农

“我所经历的苦难，可能是许多同
龄人都没有过的，生活很不容易，但日
子在越变越好。”高艳雄介绍说，他是
榆林清涧人，父亲因患过小儿麻痹症
身体行动不便，但坚持外出打工，母亲
操劳家务，养育着他们兄妹3人，生活
过得很是艰难。

在高艳雄的记忆里，他们家是
村里最穷的，当别家的孩子吃上白
面馍馍时，他们家只能吃玉米窝
窝。他经常拿着玉米窝窝背着人
吃，怕别人看见了笑话。后来，家里
实在太穷了，作为长子的他小学毕
业就辍学了。“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不
错，当时还考了班里的第三名，我也
喜欢上学，可家里实在是供不起。”
回忆起儿时辍学的情景，高艳雄的
眼眶逐渐发红。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辍学后，高
艳雄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整天在地
里忙着干农活，但收成并不理想。他
指了指头部的一处疤说：“头上的疤就
是当时留下的。”有一次，他在地里干
活，树枝上挂着斧子，他低头干活的时

候没注意，斧子突然从树上砸下来，碰
在了他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疼得厉
害。但他也只是从地上抓了一把黄
土，往受伤处不停地抹，止住血后，就
继续去干活。

迫于生计离乡 遭遇疾病困扰

17岁那年，高艳雄的亲戚在延安
开招待所，抱着改变生活的期望，他投
靠到延安，先在招待所里工作，后来靠
着能吃苦的精神，也做过小工和小本
生意。随后，他把父母和弟弟妹妹都
接到延安，为了生活，一家人都行动起
来，父亲开始摆摊修鞋，在亲戚的帮助
下，妹妹在修鞋摊位前放上冰柜，销售
起了冷饮，母亲做起了保洁员，日子在
努力中不断前行。

23 岁时，通过清涧老家人的介
绍，高艳雄和一位聋哑女孩结婚，婚后
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家三口过得
还算和睦。可这样平静的日子没几
年，一场意外让他心灰意冷，甚至滋生
了轻生的念头。

2009 年，高艳雄突然患上了脉管
炎，这种疾病会让身体出现严重的疼痛，
发展到后期由于肢体远端严重缺血，可
能导致溃疡和坏疽的形成。

“疾病折磨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疼痛让我痛不欲
生，有只脚的 3个脚趾也烂掉了，最难
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轻生，真想一了百
了。”高艳雄说，疾病困扰自己长达七八
年，到处求医问药，幸亏有妻子和母亲的
照顾，慢慢有了成效，他终于从痛苦中熬
了过来。

病痛是熬了过来，但高艳雄的身体
情况已不允许再干重活。年纪轻轻的
他，以后的生活如何过？这又成为摆在
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选择当修鞋匠 努力面对生活

2017年，高艳雄的身体状况越来越
好，但父亲却因半身不遂长期卧床，需要
母亲来照顾。家里的情况，让他不得不
思索着要尽快工作养家。亲戚朋友们看
到他的情况后，都会热心介绍保安之类

不需太多苦力的工作，但他都一一拒绝
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了子承父
业，当一名修鞋匠，这样既不用投资资金，
活儿也不重，个人时间还相对自由，能照
顾到父母。

征得相关部门批准后，高艳雄准备好
了父亲的行当，在向阳沟开始了摆摊修鞋
的日子。通过一步一步学习，很快就能上
手干活，做起活来细心细致，深受顾客的
欢迎，有许多人都是回头客，专门找他来
修鞋。

为了增加收入，他还增加了配钥匙的
服务。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掌握技
术，一些新式的钥匙，高艳雄无法为顾客
配好，顾客就去找别家了。高艳雄看到后
心里不服，着急得觉都睡不着，最终他想
出一个办法，凡是来配钥匙的顾客，他一
律接活，能自己解决的自己完成，配不了
的，他会将顾客给的费用转手交给别家的
配钥匙师傅，自己在一旁认真观看学习技
术。很快，他配钥匙的手艺就提升了，不
需要再向别人求助。摊位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也能有一二百元的收入，生活基本有
了保障。

在高艳雄修鞋摊位不远处的一家
银行，主管人员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
主动聘用他的妻子去当保洁员。夫妇
二人共同努力、勤俭持家，并且非常重
视孩子的教育。2021 年，孩子顺利考
上一所一本院校，让这个家有了更多的
希望。

“以前经历了许多的苦，现在更能体
会到平静生活的可贵。我很满意也很知
足现在的生活，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
毕业后能找份稳定的工作，将来能有一个
好前途。”高艳雄爽朗地笑着。

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修修补补，谈话
的工夫，顾客不断前来找高艳雄，他忙碌
地蹲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仅仅是在修
补鞋，更是在修补生活，向着更好的未来
前行。

修鞋匠高艳雄：一针一线，补出幸福生活
记者 李欢

BaiXingGuShi百姓故事

● 高艳雄（右）在给顾客补鞋

● 执法人员在超市检查食品安全情况

2024年，洛川县从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的提标，到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
精准发放，一项项惠残助残政策落地有
声，随着 1448.422万元“两补”资金的投
入，众多残疾人家庭重燃希望之光。

2024年 12月 31日一大早，洛川县
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凤栖街
道后子头村王延奇家里，了解他近期的
身体状况，询问补贴是否按时足额发放，
并耐心地为王大爷讲解一些新的惠残政
策，还认真记录下他生活中的困难和需
求，每一个举动都充满了关怀与温暖。

今年59岁的王延奇，在1983年的一
场交通事故中落下终生残疾，生活无法
自理，曾经幸福的家庭也支离破碎，妻子
的离去，让他只能独自艰难求生。政府
补贴政策如及时雨般降临，每月的补贴
保障了他的基本生活开销，让他在困境

中感受到温暖，也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一场肇事让我失去了左腿，高位截

肢，右手粉碎性骨折神经线坏死；去年又
摔了一跤，在西安红十字会医院做了手
术，换了股骨头。县民政局知道我这个
情况后，每月给我生活补贴100元、护理
费 80元，虽然钱数不多，但对我的生活
有了很大的帮助，政府的补贴让我的日
子安稳了不少。”王延奇说。

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是我国首个国
家层面的残疾人福利补贴制度，除了对困
难残疾人进行基本生活补贴外，还为重度
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家住洛川县凤栖街
道安民村的王利利，每个月就能按时领到
100元的生活补助和120元的护理补助。

王利利从小下肢瘫痪且大小便失
禁，生活无法自理，大儿子外出打工，小
女儿还在上学，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丈

夫高海军一人肩上。好在政府针对残疾
人有“两补”精准提标补贴好政策，每月
准时发放的补贴，让家里能维持最基本
的生活开销。

2024年以来，洛川县精准落实各项惠
残助残政策，从细处着眼、实处发力，全面
推进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提标加码。自
2024年1月起，全县18周岁及以上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60元提升
至100元。这一举措经延安市六届人大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被列入2024年度“十
大民生实事”，为众多残疾人家庭带来了
新希望。此外，被评为一级残疾和二级残
疾的残疾人还可以享受120元和80元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切实做到了残疾人生
活护理补贴应享尽享、不漏一人。

“我们按照省市县 5∶3∶2的承担比
例，将提标所需的资金纳入了2024年的

财政预算，联合财政局、残联制定下发了
《关于提高困难残联人生活补贴标准的通
知》文件，安排各镇街对全县符合政策条
件的困难残疾人进行一次全面排查摸
底。”洛川县民政局业务干部郭云霄介绍
说，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落实了政
策，实现了应补尽补，补贴精准发放。

据悉，2024年度洛川县累计发放残疾
人两项补贴资金 1448.422万元，其中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8068人，全年发放补
贴资金 963.85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对象 4882人，全年发放补贴资金 484.572
万元。全县 18周岁以上（含 18周岁）的
7831位困难残疾人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资金 934.95万元，其中提高补贴
标准后新增的资金达到 373.98万元，实实
在在地改善了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切实保
障了残疾人的基本权益。

应补尽补，为残疾人幸福“加码”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高杰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陈延鹏）“北京的
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悠
扬的歌声打破了冬日的宁静，丰富着当地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1月2日，子长市文化馆干部业务技能展示暨秋季
公益性培训汇报演出，在子长市人民医院会议室举
行，200多名学员汇聚一堂，用情用心展示着半年来的
所学所得，大合唱《壮美延安》《北京的金山上》、舞蹈
《幸福中国一起走》、二胡合奏《挡不住的思念》、秦腔
《三击掌》等凝聚着学员们汗水与心血的节目一一上
演，赢来阵阵掌声。

“在这半年的学习中，我认识了新的老师朋友，收
获了充实的生活、愉悦的心情和强健的体魄。”舞蹈班
学员王艳琴高兴地说。“学习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充实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艺的魅力和生活的美好。”学
员贾彦东说。

2024年，子长市文化馆紧紧围绕文化建设的核心
任务，积极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组织开展了春秋
两季公益性培训和“百姓课堂”，通过开设唢呐、刺绣、
剪纸、布堆画、烙画、合唱、中国舞、打击乐、形体走秀
等 10多项课程，累计培训学员千余名，为广大市民提
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学习机会，让更多的人接触
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大
家的学习热情和文化自信。

公益课堂结硕果 文艺飞入百姓家

货物高速路上掉落
巡查员热心找失主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 冯晓霞）春节将至，延
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行动，在辖区内开展春节前
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保
障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节日。

此次检查涵盖了辖区内的各大超市、农贸市场、
食品批发商及餐饮门店等重点区域，检查人员对各类
食品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据延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杨院院介绍，此次
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检查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生鲜肉
类、蔬菜水果、粮油副食、酒水饮料及节日特色食品
等，重点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标签、进货渠道、
储存条件等是否符合要求，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
品、过期食品、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对食品经营者的主体
资格、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环境卫生状况及食
品加工制作过程等进行了全面检查，督促食品经营者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确
保所售食品来源可溯、质量可靠、安全放心。

延长县永旺超市负责人李常江说：“临近年关，我
们已经开始准备生鲜、肉类、蛋类、水果蔬菜等节日热
销年货，我们严格把关进货渠道，落实索票索证，通过
层层管控，确保产品质量全部合格，才能在我们超市
进行销售。”

截至目前，此次检查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126人
次，检查各类食品经营单位382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26份，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

“我们将持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加强春节
期间的食品安全巡查，并安排专人值班值守，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确保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广大群
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欢乐祥和迎新春。”
延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海军说。

食品专项检查 守护舌尖安全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通讯员 李陈洋）“多亏
你们帮忙，不然这苹果包装就弄丢了，虽然东西不值
钱，但是会影响苹果的包装销售。”货车在高速公路行
驶时运输货物不慎掉落，正当司机沿路着急寻找时，
当地路养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并帮忙送回。

1月 5日 20时 45分，陕西交控集团西延分公司黄
陵路养中心工作人员巡查至延西高速K165+400西安
方向时，发现行车道有一捆苹果包装袋。当时正是晚
上，视线不太好，包装袋体积较大且横在高速公路中
间，不时有车辆疾驰而过，十分危险。见此情景，巡查
人员迅速将包装袋装上车，随后通过路网监控视频，
发现在K177+700西安方向处停放着一辆运输苹果包
装的车辆。

巡查人员立刻前往该车辆停放地点，当驾驶到距
离车辆停放处 1公里多的地方时，发现应急车道有一
个人影，经询问得知，此人正是丢失苹果包装的司
机。司机说他从洛川装载苹果前往铜川，途中不知何
时包装掉落，发现后便下车步行寻找。巡查人员让司
机坐上巡查车，向车辆停放处驶去。

“师傅，出车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捆绑情况，这不
仅能防止包装丢失，还能保障运输安全。驶到就近的
服务区后，一定要停车进行二次检查与固定，确保货
物完好。”途中，巡查人员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提醒。
到达车辆停放处后，巡查人员立即设置安全警示区
域，协助司机将苹果包装装到运输车上，并再次对包
装进行了固定捆绑，叮嘱司机一定要确保运输安全。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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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