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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地特色的新路子。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书写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必须加快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

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这是当前各地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和发展的共同必由之路。（作者：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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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全国两会，民生都是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3 月 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稳步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再次彰显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以民生为重的价值追求。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

困难，付出艰辛努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在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方面

取得了持续的重要进展。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看得见、摸

得着的政策温度、民生温度。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以发展思维看待补民生短

板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并就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方面作出细化安排，是“不

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价值理念的政策兑现。但也

要看到，当前民生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如社会预期偏弱、

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公共服务仍有不少短板等，

对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要更加着力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就业、医疗、

住房、育儿等难题。在就业方面，不能单纯把就业问题归结

为就业岗位不足，而要挖掘新的就业空间。以养老服务为例，

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超过 4000 万，但因缺少社

会化的养老服务，很多高龄或失能老人要么过着没有质量的

生活，要么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进入社

会服务领域，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

并保障让其获得体面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就需要政府加大公

共投入并有效撬动社会投入，同时强化政策引导，社会各界

群策群力。在医疗方面，需要着力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让

医疗卫生资源与人力配置真正下沉基层，让人民群众在合理、

有序的分级诊疗体系中获得看病方便、医疗费用下降的实惠。

在住房方面，需要着重考虑满足新市民与流动人口的住房刚

需，加快城中村与老旧小区及有需要的居民住宅的适老化、

无障碍改造，并健全规范有序的住宅租赁政策。在育儿方面，

需要适应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与流动趋势，重新规划布局托

幼事业新发展格局，全面加快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确保儿童

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并助力人口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要在改善社会预期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改善社会预期，有预期才能让人民群众

有信心与安全感，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在民生发展方面，

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至关重要，而化解人民群众生活后顾

之忧的社会保障制度肩负着重大责任。例如，养老金制度需

要加快全国统筹步伐，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让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来源有可靠的预期。医疗保障要深化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改革，将居民医保个人筹资方式从按照人头实行等额

定额缴费制调整为根据参保人或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定

比例缴费制，同时提高统筹层次，以清晰稳定的缴费预期、

强大的统筹保障能力解除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养

老服务要尊重老年人意愿，聚焦失能、半失能老人与高龄空

巢老人，立足社区、兜住底线，满足真正有需要者的需要。

儿童养育应顺应人口流动、流向规律，加大发展普惠育儿服

务力度，建立儿童津贴制度，多管齐下满足育儿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的目标很宏

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最质朴的话语，道出最深刻的道理。面向未来，要以高质量

发展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以完善相关制度安排

作为基本保障，做到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和提供清晰稳定

预期双管齐下，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

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不断地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

学会会长）◆

一切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郑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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