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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
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关系人民切
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人民生活水平
连续迈上新台阶。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增加民生投入 夯实民生之基

聚焦产业发展前沿领域，面向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等重点行业，
推出医药卫生、专精特新、先进制
造、新能源等行业专场招聘会；结
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开展区域性
专场招聘会……

9 月 1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启动“职引未来——2024年大中
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
场活动”，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牵动着
千家万户。

75年来，从大力恢复和发展生
产，着力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到改
革开放后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
业有效联动，就业总量大幅增加，
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业优先战
略贯穿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我国
就业空间不断拓展，就业形势保持
稳定，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
较充分的就业。

2023 年，全国就业人员 74041
万人，比 1949 年扩大 3.1 倍。2013~
2023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超
过1.4亿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
定。随着产业结构发生深刻调整，就
业结构不断优化。2023年，第二、三
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
分别为 29.1%、48.1%，比 1952 年分
别提高21.7个、39.0个百分点。

投入力度，彰显民生温度。
今年，各级政府更是拿出“真

金白银”稳就业：中央财政安排就
业补助资金预算 667 亿元；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提
出11条稳就业政策举措，其中明确
整合优化吸纳就业补贴和扩岗补
助政策，合并实施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四川
将强化稳岗拓岗作为促就业的重
点，鼓励企业释放更多岗位吸纳高
校毕业生；江苏实施社会化岗位拓
展行动，开发岗位不少于 10 万个；
广西开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
技能培训……

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建设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民生保障网逐步
织密兜牢。75年来，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以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为重
点，我国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广覆
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进入
全面覆盖和深化阶段，社会保障水
平显著提升，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社会保障体系。

今年上半年，各级财政部门持
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基本民
生财力保障，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22697亿元，同比增长4.2%；城
乡社区支出 10472 亿元，同比增长
8%；教育支出20291亿元，同比增长
0.6%。

“加大民生投入，应本着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注重立足
长远、为民谋利，寻求最大公约数，
以务实管用、可行有效的改革举
措，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龙海波说。

聚焦“急难愁盼” 回应民生
关切

“医保，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生
的希望。”江西省抚州市一名法布
雷病患儿的父亲说，孩子所需特效
药经过医保谈判进入国家医保用
药目录，一支价格从 1.2 万元降到
3000元左右。“算上医保报销和‘抚
惠保’等其他保险，我们一年个人
自付仅4万元。”

医疗保障关乎人民健康福祉。
从医保谈判药品看，覆盖常用药和
特殊疾病、罕见病用药，目录内药
品数量达 3088 种，惠及参保患者
7.2 亿人次，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
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为群众减负
超7000亿元。

75年来，从赤脚医生到日益完

善的医疗人才培养体制，从爱国卫
生运动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我国
在医疗队伍和医疗体系建设上持续
进步。目前，我国建成全世界最大的
医疗保障网络，覆盖超过13亿人。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医保跨省结算提质扩面……党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城乡医保并轨政
策的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全
面实施，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围绕“一
老一小”这一最现实、最紧迫、最突
出的民生问题，我国持续完善人口
服务体系。

从探索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制度，到以“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等明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目标；从理顺养老服务监管机制，
到推动银发经济健康发展……一
项项改革实招为推进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夯基垒台。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40多年努
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
体系。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10.66 亿人，比
1989年末增加10.09亿人。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提升学前教育普及
能力，扩充优质普惠资源，持续破
解“入园难”“入园贵”等痛点，持续
构建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幼有所育的美好期望。

深化民生改革 创造更美好
生活

安徽凤阳小岗村，种粮大户程
夕兵的家庭农场建有标准化育秧
工厂、仓储用房，流转土地 700 多
亩。2023 年，仅粮食和经营服务
纯收入就达到70多万元。

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75年
来，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
化。

多管齐下拓宽居民增收渠道，
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做大做好

“发展蛋糕”，深化民生改革，百姓
的“钱袋子”愈加殷实。

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39218 元，扣除物价因素比
1949 年实际增长 76 倍，年均增长
6.0%。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面放开
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保障随迁子女入
学、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业……更均
等的服务、更完善的保障，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
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型
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 2012 年
的2.88:1缩小至2023年的2.39:1。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美丽中国
更加宜居。

——看乡村，从农村危房改造
大力开展，到新农村建设深入推
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看城市，从老旧小区改
造、棚户区改造到城市更新，住房
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性安居工
程加快推进，人民居住条件不断改
善，更多人住有所居、安居宜居。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
1949年的8.3平方米提高到2023年
底的超过40平方米；累计建设各类
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6400
多万套，1.5亿多群众喜圆安居梦。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为
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新中
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
困状态。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
口 7.7 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经过接续奋斗，到
2020 年底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
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展
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
协力，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必
将绘就幸福民生新画卷。

（据新华社报道）

书写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社会事业成就综述

99月月 1515日日，，当地群众在赤水市大同镇极竹堂非遗竹编产学研基地编制当地群众在赤水市大同镇极竹堂非遗竹编产学研基地编制

竹编产品竹编产品。。近年来近年来，，贵州省赤水市通过竹编产学研基地免费对周边妇女进行贵州省赤水市通过竹编产学研基地免费对周边妇女进行

培训培训，，把传统手工制品变成畅销商品把传统手工制品变成畅销商品，，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