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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市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居民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市统计局抽样
调查显示，去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15968元，同比增长7%。

调查人员表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支出是指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消
费的全部支出，包括用于消费品和用于
服务性消费的支出。（具体数据详见右
表）从调查情况看，去年我市城镇居民消
费倾向为 64.3%，也就是城镇居民打算
用收入的六成多来消费。食品消费在居
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同时居民
消费也日趋多元化。

■食品消费注重健康
调查人员表示，导致去年我市城镇居

民人均食品支出同比有所下降的主因是
油、肉等高脂肪类食品消费有所下降，人
们对食品的需求趋向科学、健康。

从数量上来看，食品消费中粮油类、
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类、糖烟酒饮料类、干
鲜瓜果、糕点及奶制品、调味品年人均消
费支出分别为 615 元、1034 元、402 元、
448元、328元、322元、61元。去年，我市
城镇居民人均在外饮食消费1164元，同
比增长4.1%。

■衣着消费逐年攀升
去年，在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服装消费

1474元，鞋类消费405元，其他衣着用品消
费47元，衣着材料及衣着加工服务费18元。

■居住追求舒适宽敞
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开

始追求室内洁净、舒适。其中，用于住户
装潢、房租、维修等支出共569元，占居住
消费的35.9%。

■医疗保健意识增强
去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滋补保健品消

费93元，同比增长12%；保健器具消费29
元，同比增长16%；医疗费625元，同比增长
18.6%；药品费511元，同比下降6.6%。

■交通和通信支出增长
去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交通费用支

出1522元，同比增长58.2%；在交通费用
支出中，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家庭交通工具
消费970元，同比增长1.5倍，人均交通工
具服务支出157元，同比增长53.9%。此
外，我市城镇居民人均通信消费661元，
同比下降1.2%。

■家庭设备日趋高档
传统家庭设备如冰箱、彩电、洗衣机

等已趋饱和，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不断升
级，逐步向享受型、发展型更新。

去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耐用消费品
支出901元，同比增长39.5%。

■文娱消费稳步增长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

家用电脑、液晶电视、数码相机越来越多
地涌入居民家庭中，居民的精神生活越来
越丰富。

去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用
品消费 523 元，同比增长 18.6%；文化娱
乐服务消费人均659元，文化娱乐服务消
费中，人均团体旅游消费483元。此外，

去年我市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支出人均
1017元，同比增长36.3%。其中，人均教
育费用支出 991 元，同比增长 36.7%；人

均 教 材 费 用 支 出 26 元 ，同 比 增 长
23.8%。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李宝华

市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去年我市——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近1.6万元 昨日，洛城依旧被轻度雾霾笼罩，最高气温回升到
10℃以上。

气象专家说，今晨大部分地区有雾霾，最高气温升
至14℃左右。不过，近期天气变化较剧烈，气温起伏
较大。

据市气象台预报，明天开始将有一股冷空气影响
我市，周三到周五将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会出现小
雨，最高气温会随之降至 8℃左右。周六，天气将转
晴，气温回升。

惊蛰很快就要到来。气象专家说，惊蛰过后天气
开始转暖，降雨越来越多，打雷也越来越多，洛阳的初
雷多发生在4月。

专家提醒，惊蛰后应注意冷暖变化，预防感冒等季
节性疾病。饮食应清温平淡，多吃新鲜蔬菜及蛋白质
丰富的食物，如春笋、菠菜、芹菜、鸡蛋、牛奶等，增强体
质抵御病菌侵袭。本报记者 戈晓芳 通讯员 姬鸿丽

周三迎冷空气
周六气温回升

本报讯（记者 王蕾 通讯员 贾光明）昨日从市政
建设集团获悉，我市将于4月1日前对全市道路、桥梁
进行集中修补养护。

市政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此次集中养护作业
包括全市160余条道路以及49座桥梁，预计在4月1
日前完成。养护施工期间将尽量错开道路交通高峰期
施工，并采取道路半幅施工以及夜间施工等方式，尽量
不造成道路断行。由于部分工作必须在白天开展，希
望车辆及行人经过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

此次集中养护工作将对相关道路的行车道、人行
道、道牙等基础设施进行提升。各主次干道、公园门
前、重点活动场所、广场周围等的市政设施完好率将达
100﹪。

市政建设集团的施工人员还会对路面上的检查井
进行筛查，及时更换、补装损坏或丢失的井盖井圈；对
人行道的道牙、道板、无障碍坡道等设施进行全面修
整；对各桥梁进行安全巡查，并对部分桥梁的护栏进行
冲洗和粉刷。

160余条道路
本月集中养护

昨日是第15个全国“爱耳日”，市残疾人康复协会
联合涧西区残联、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等举办多
场义诊活动。由于现代社会紧张的生活节奏和不良生
活方式及噪音环境的影响，导致突发性耳聋的患者越
来越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市患有听力残疾的约
1万余人。

另外，市残联将对0岁至6岁的听力残疾儿童进行
康复救助，其中免费为28人植入人工耳蜗、为25人发
放助听器，需要救助的儿童，即日起可到市残联报名，
咨询电话69910206。

记者 戈晓芳 通讯员 贾喜凤 摄

爱耳护耳 健康听力
昨日，香港海星基金会和香港浸信会

爱群社会服务处的专家，来到洛阳市儿童
福利院的3个家庭寄养服务站，为工作人员
进行社会工作培训。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有助于提升孤残儿童在寄养家庭的
生活质量，提高寄养儿童的幸福指数。

家庭寄养，让孤残儿童感
受家的温暖

昨日上午，为了迎接专家们的到来，
北窑家庭寄养服务站的寄养儿童和家长
们共同表演了手语舞蹈。随后，香港专家
们参观了该寄养服务站，并对4个寄养家
庭进行探访。专家们和寄养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一起，对寄养儿童的身体情况、身
心发展状况等进行了交流。

游秀青是瀍河回族区上窑社区居委
会的一名寄养家庭的家长，她的两个孩子
都已工作。2010年和2011年，3岁的妞
妞（化名）和7岁的小强（化名）先后来到
游秀青家中。妞妞患有脑瘫，生活不能自
理，小强是名智障儿童。

6 点半起床给孩子做饭，换洗尿布，
带孩子们到寄养服务站做康复训练……

4 年来，游秀青的生活忙碌而辛苦。如
今，妞妞已能站立，还能进行简单的对话。

“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寄养
服务站，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儿童康复、
教育方面的培训，这对孩子成长很有帮
助。”游秀青告诉记者。

创新思路，给孩子更好的
成长环境

2003 年年初，市儿童福利院的一名
女孩得了腮腺炎，需隔离治疗。当时福利
院没有多余房间，女孩被送到一名保育员
家中休养。半年后，女孩不仅身体康复，
还变得活泼开朗。

“能不能把一些孩子送到社会家庭中
寄养？”时任市儿童福利院护理部副主任
的郑红东开始大胆尝试：让福利院的 10
名孤残儿童进入 5 个家庭寄养，效果良
好。2003年年底，香港主流梦工场基金
会联合洛阳日报社，在市儿童福利院率先
发起孤残儿童家庭寄养体制改革，并在瀍
河回族区北窑社区建立家庭寄养服务
站。2004年，福利院相继在瀍河回族区
瀍河回族乡下园村、洛龙区李楼镇桃园村

设立 2 个家庭寄养服务站。每个服务站
配有特教老师、康复老师、按摩师等。

“年龄35岁至60岁，身体健康，有稳
定收入，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人士，可
提出寄养申请。根据孩子残疾程度，福利
院对寄养儿童每人每月的抚养费按 550
元、600 元、650 元三种标准补贴。”郑红
东说。

此外，每个寄养服务站利用半个月
的时间，采取集中授课、示范讲解、观看
录像等形式，组织寄养家庭的家长明确
责任、义务，并传授护理知识与技能。

11 年来，累计有 382 名孤残儿童进
入215个家庭生活，他们感受到了家庭的
温暖。

各方努力，提高寄养儿童
生活质量

郑红东介绍，为了让寄养儿童生活得
幸福，每个寄养服务站每月召开一次家长
会，工作人员和寄养家庭的家长利用这个
机会，相互指出不足、提出建议；3个服务
站内的护理人员定期换岗，以便发现工作
中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改进。在寄养服务

站的帮助和指导下，近年来，先后有55名
脑瘫儿童实现站立，25名儿童实现行走。

市儿童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说，让人
感到欣慰的是，寄养儿童和家庭成员关
系融洽、互动良好，寄养儿童的生活自理
能力较寄养前有所提高。此次香港专家
对社工进行培训，对提升孤残儿童在寄
养家庭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帮助。“不过，
推动家庭寄养事业的进步，还需要健全
家庭寄养模式。福利院和寄养服务站会
继续对寄养家庭的家长进行康复训练和
紧急救助方面的培训，并关注孩子们的
心理成长；合理设计服务方案，有针对性
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促进寄养儿童与
社会融合，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

香港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主任张
伟光说，感谢寄养家庭的家长，孩子们的
进步离不开他们的辛苦付出。“通过走访，
我们发现，每个家庭都给予孩子们较为充
足的物质条件，但在心理方面，还有欠
缺。家庭寄养不仅是对孩子的照顾和保
护，还要教会他们学会独立和融入社会，
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社交机会。”

本报记者 王晓丹

11年来，市儿童福利院382名儿童在215个爱心家庭里受到呵护

家庭寄养，让孤残儿童置身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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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追求品牌时尚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衣
着消费 1944 元，同比
增长3.2%

■食品消费注重健康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食
品支出 4458 元，同比
下降5.6%

■居住追求舒适宽敞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居
住消费 1585 元，同比
增长1.4%

■医疗保健意识增强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医
疗保健支出 1290 元,
同比增长7.9%

■交通和通信支出增长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交通
和通信支出2183元，同
比增长33.8%

■家庭设备日趋高档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家庭
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
1489 元 ，同 比 增 长
15.8%

■文娱消费稳步增长
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
化娱乐服务支出2199元，
同比增长11.9%

制图制图 李琮李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