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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说明分三部分：关于确定全会议题的考虑；关于决定稿起草过程；关于决定稿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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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
全文播发
决定约2.2万字，分三大板块
扫描二维码查看决定全文

事关民生保障，二十届三中全会最新部署
昨天，《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发布。《决定》在健全
保障和改善民生制
度体系方面，提出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规
范收入分配秩序；健
全灵活就业人员、农
民工、新就业形态人
员社保制度，全面取
消在就业地参保户
籍限制；提出加快构
建房地产发展新模
式，充分赋予各城市
政府房地产市场调
控自主权等。

《决定》明确，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大任务。必
须坚持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完善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体系，加
强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解
决好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完善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
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
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
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同
步推进户籍、用人、档案等服务改
革，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
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
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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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 >>

红了200多年的打卡地
洪崖洞究竟火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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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民警资助贫困女生3年
女生已被警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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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未来几天最高气温40℃
多个景区推出清凉福利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
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
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
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

完善劳动者工资决
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
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
制度。

完善税收、社会保障、
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
制。

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
业。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
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
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
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
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

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
定机制改革，合理确定并
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
责人薪酬、津贴补贴等。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
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社会共治、
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监测预
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
验检测、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等能
力。

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
展和治理。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
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
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
医院改革，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
导的收费机制，完善薪酬制度，建
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引导规范民营医院发展。
创新医疗卫生监管手段。
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

发展机制，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
务平台。

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
全监管体系。

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
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
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
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全面取
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
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体系，扩大年金制度覆盖范
围，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

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
作用。

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医保基
金监管。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健全保
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制度。完善
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

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
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支持城
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
场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允许有关
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
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
商品房预售制度。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
服务体系

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
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
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
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
会。

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
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
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
得税抵扣力度。

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
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
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
发展。

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
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
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
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
制。

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
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
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改革。

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
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
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鼓励和引导
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
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

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
板。

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
殊困难老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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