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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一线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

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

有 发 言 权 ，更 没 有 决 策

权。为了及时反映统计部

门在一线开展调研的情

况，更好发挥调研成果的

作用，我们特别推出《一线

调查》专版。

该版面以全国各地统

计部门一线调查为基础，

主要反映调研成果，并针

对调研中发现的各种问

题，提出建议和意见，希望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

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期《一线调查》刊登

的社区停车难和乡村教师

待遇改善等调查报告都反

映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的民生问题。希望能给读

者带来更多信息和思考。

编者按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扬州调查队近期通

过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江

苏扬州部分社区居民家庭开展了停车情况

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近八成受访居民

家庭拥有汽车，开车出行频率较高，但普遍

反映社区存在停车位不足、违规停车现象时

有发生等问题。

近八成居民家庭拥有汽车，开车出行

频率较高。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

稳 步 提 高 ，家 庭 汽 车 拥 有 量 逐 年 增 长 。

2021 年，扬州汽车保有量为 92.5 万辆，机动

车驾驶人数量为 163.8 万人。扬州居民家

庭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 51.0 辆，同比增

长 6.8%。其中，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

汽车 53.2 辆，同比增长 5.9%；每百户农村居

民家庭拥有汽车 47.3 辆，同比增长 8.3%。

本次调查的家庭中，76.1%的家庭拥有汽

车。其中，拥有 1辆的占拥有汽车家庭总数

的 78.4%，拥有 2 辆的占 19.4%，拥有 3 辆及

以上的占 2.2%。问及“您和家人开车出行

的频率”时，44.8%的受访者选择“每天”，

19.4%选择“一周五天左右”，13.4%选择“一

周两三天”，还有 22.4%选择“一般不开车出

门”。从出行主要目的看，选择“工作”的占

73.1%，选择“走亲访友”的占 13.4%，选择

“出游”的占 7.6%，选择购物、学习等其他用

途的占 5.9%。

调 研 发 现 ，超 半 数 家 庭 无 固 定 停 车

位。问及“您目前停车位的类型”时，19.4%
的受访家庭选择地下固定车位，17.9%选择

地上固定车位，33.6%选择地上临时车位，

还 有 29.1% 选 择 随 机 停 车 。 数 据 表 明 ，

37.3%的家庭拥有固定停车位，62.7%没有

固定停车位。其中，2000 年以前建设的小

区拥有固定车位的占 28.6%，2000-2010 年

建设的小区拥有固定车位的占 35.4%，2010
年 后 建 设 的 小 区 拥 有 固 定 车 位 的 占

46.9%。居民普遍反映，建设年代较为久远

的小区，固定车位有限，但地理位置好、配

套设施齐全，小区入住率很高，现有车位较

难满足居民需求。

关于停车费用，近七成居民表示停车费

用可以接受。77.6%的受访家庭表示每月停

车位花费 200 元以下，14.2%表示每月停车

位花费 200-400元之间，8.2%表示每月停车

位花费 400 元以上。据了解，花费 400 元以

上的家庭主要是每月有购买车位的贷款费

用支出。66.4%的受访家庭表示能接受目前

的停车费用，17.9%表示费用偏高。

七成小区对外来车辆实行收费管理。

为控制外来车辆进出，部分小区根据物价局

的收费标准实行了外来车辆停车收费制

度。问及“您居住的小区外来车辆是否需要

收费”时，25.0%的受访家庭表示需要收费且

收费标准取决于停车时长，46.6%表示按固

定费用收费，23.9%表示无需收费，还有 4.5%
表示不清楚。据了解，关于小区公有道路停

放汽车收取的停车费，56.8%的受访家庭反

映归物业公司，34.1%反映归全体业主，7.4%
反映归交了停车费的业主，1.7%反映归房屋

开发商。

调研显示，业主间有时会因为争抢停车

位（非固定车位）发生纠纷，部分受访家庭表

示车主有违规停车现象，主要体现在：占道

停车、占用他人私家车位、在绿化带上停车

等。针对上述停车问题，扬州居民有三方面

期盼：一盼物业公司严格遵守物业法规定，

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打击随意停车的现象

（77.3%）；二盼小区建工设计要多考虑有车

业主，增加停车场的车位和设施（73.9%）；三

盼物业公司加大停车规定的宣传，提高服务

质量（53.4%）。 叶进

扬州队专题调研显示——

社区停车难题待解

■ 王啸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教师是教育的第

一资源，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

教育的基础支撑。为了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情

况，国家统计局肥西调查队在部分乡镇中小学校

开展了座谈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肥西县高度重

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乡村师资力量不断充实，

工资待遇保障稳步改善，培训晋升机制不断健

全，尊师重教氛围日益浓厚。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肥西县教体局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县中小学教职工达

5766 人，其中乡村教师 3202 人，占比 55.5%。肥

西县坚持“编制许可、岗位需求”原则，实行教师

编制总量内动态管理，通过公开招考、购买服务、

定向培养等方式持续补充乡村教师。同时，深入

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优化编制供给和教师

资源配置。2021年交流到乡村学校支教教师达

132人，其中驻点支教 49人。

工资待遇保障方面，肥西县建立了中小学教

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机

制，全面保障乡村教师待遇。2021年全县教师人

均工资 66744 元（含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官

亭镇某小学负责人介绍说，肥西县从 2015 年开

始为教师发放奖励性绩效，切实改善了乡村教师

工资待遇。据了解，2013-2015 年期间，肥西县

投入 1 亿多元，在 11 个乡镇建设了 1416 套教师

公租房，有效改善了边远农村地区教师居住条

件，实现了安居乐教。

培训晋升机制方面，肥西县按照全员培训、

提高培训和高端研修三个层次，构建了较为完善

的教师培训体系，保证教师每年培训学习不少于

90学时。建设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工作室 34
个，发挥名师引领效应，推动名师名校长走进乡

村学校讲学交流。另外，当地实施青年教师“123
成长工程”，加快提升青年教师专业能力。加大

职称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力度，在乡村学校工作

满 30 年（女性 25 年）可以不占用指标评聘。当

前，全县已有 266 名乡村教师享受了此项政策，

其中，高级教师 252名，一级教师 14名。

尊师重教氛围建设方面，肥西县组织开展教

育系统最美教师、优秀教师、师德先进个人和师

德建设先进集体等表彰活动，并推荐参加省市级

的评选；设立献身农村教育终身成就奖，对从事

农村教育 30 年的农村教师进行表彰，提升教师

扎根农村的荣誉感。

调研同时发现，肥西县乡村学校现有教师数

量不足，教师队伍老化问题严重，教育教学工作

压力较大。为此建议，肥西县拓宽乡村教师补充

渠道，加大乡村教师招录力度，优化教师队伍结

构，完善职称评审机制，提升教师幸福指数。

安徽肥西：乡村教师待遇明显改善

本报讯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女性的社

会地位显著提高，“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为了解

山东省济南市职场女性职业发展和生活消费情况，国

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随机抽选若干职场女性开展了

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济南职场女性高知化、年

轻化特征显著，在家庭财务管理中占主导地位。

职场女性具有显著的高知化、年轻化特征。从学

历情况分析，济南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占比为

73.4%，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占比为 26.6%。更高的

知识水平为女性带来了更多自信。从年龄结构分析，

职业女性年龄主要集中在 25-55周岁，占比为 84.3%，

25 周岁以下职业女性仅占 7.9%，55 周岁以上职业女

性仅占 7.8%。

职场女性在家庭财务管理中占主导地位。调研

发现，济南大部分职场女性能够自主管理财务或主导

家庭消费。调研中，47.0%的家庭男女双方各自管理

财务，44.0%的家庭由女性主导管理财务，仅有 9%的

家庭由男性主导管理财务。

调研同时发现，职场女性消费呈现以下特征：

——每月消费金额呈正态分布。调研显示，职场

女性每月消费金额集中在 2000-8000 元，占比为

71.2%；消费金额低于 2000元以下的职场女性较少，占

比为 15.0%；消费金额高于 8000元的职场女性同样不

多，占比为 13.8%。

——消费的主要动因是家庭需求。调研显示，职

场女性消费大多是为了满足家庭需求，占比为 89.0%；

仅有少部分女性消费的动因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占

比为 11.0%。

——消费产品集中为生活必需用品。调研显示，

职场女性的消费产品（多选）主要为生活必需用品（占

92.0%）、休闲娱乐（占 49.5%）、亲子育儿产品（占

47.0%）、服装鞋包（占 45.0%）、房贷车贷（占 34.2%）、美

容美发美体（占 17.9%）、人情往来（占 10.3%）七类。

此外，调研显示，职场女性线上消费占全部消费

的比重主要为 10.0%-50.0%（占 56.1%）。61.0%的职

场女性预计，今年线上消费水平相比去年会大幅

上升。并且，60.5%的职场女性有过网络直播间消费

经历。

调研发现，职场女性有三点现实需求：一是对职

场环境和职场地位有进一步改善的需求，占比为

85.0%。二是对兼顾家庭与事业有进一步平衡的需

求。38.0%的职场女性认为，家庭负担过重导致职业

发展缓慢。三是有进一步缓解生活与工作压力的需

求。调研发现，职场女性普遍负责孩子起居和学习生

活，压力较大。 李艳 李静

高知化、年轻化、主导理财

调查显示职场女性有三大特征

图为肥西县肥光小学青年教师正在为孩子们上科学课。

扬州居民家庭汽车拥有情况

扬州社区公共停车费用归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