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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亮点

预计今年社会事业投资规模
比“十三五”末提高30%以上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有关部署，将加大重大民生政策的跨部
门统筹协调。加强发展规划引领。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与各方面共同做好“十
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一批民生领域
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和重大
工程项目，推动民生建设纳入国家“十五
五”发展蓝图。

预计今年支持社会事业的中央预算
内投资规模将比“十三五”末提高30%以
上。

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
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意见将“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作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举措。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
心主任翟燕立表示，将重点推进三方面
工作——

在完善各类人群参保政策方面，以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
员、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研究制定更适合
新就业方式和收入特点的参保政策。

在提高政策实施精准度方面，持续
关注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
口、重度残疾等困难群体，继续做好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代缴工作，确保精
准帮扶，应保尽保。

在提升经办服务可及性方面，持续
优化社保高频事项的办理流程及方式。
在提高统筹层次的基础上，统一规范有
关政策、待遇标准、管理体系、服务流程
等，完善转移接续机制。

在全国81个试点城市
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建设

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
长庄宁表示，将按照“大病不出省，一般
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
总体要求，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和均衡布局，着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
急难愁盼问题。

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进一步缓解群众跨区域、跨省
份的就医难题。目前已经设立13个专业

类别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类别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同时，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
辐射带动作用，有序带动全国医疗服务
水平的整体提升。

抓好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在全国81
个试点城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
设，促进医疗资源上下共享。2024年，全
国双向转诊人次达到3656.7万，较2023
年增长了20.6%，其中上转人次1511.1
万、下降3.1%，下转人次2145.6万、增长
45.7%。

加强县域内医疗资源整合和优化配
置。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2188个县
（市、区）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
现了以省为单位全面覆盖。2024年，县
域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以及
中心药房累计提供服务接近1.9亿次，更
多群众享受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
果互认”的便利。

庄宁介绍，2025年，将持续推进城市
医疗集团建设，由三级综合性医院牵头，
建立城市网格化医疗服务新体系，推进
市县服务能力提升。持续开展“优质服
务基层行”活动，加强基层儿科、中医、口
腔等服务能力，重点提升一批中心卫生
院服务能力。

从多方面入手
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

围绕意见提出的加强低收入群体兜
底帮扶，民政部社会救助司负责人张伟
表示，要从扩大监测范围、强化数字赋
能、加强组织协调等方面入手，强化政策
供给，突出精准救助，发挥体制优势，做
到兜住底、兜准底、兜牢底。

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
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

着眼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教育
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说，要让更多孩
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根据意见部署，基础教育领域将聚
焦扩大总量、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三个
目标落实相关举措，包括新建改扩建
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用5年时间

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
盖、加快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到
校比例等。

在高等教育领域，今年“双一流”高校
本科扩招，对于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来说
是一个利好消息。下一步，教育部将着力
从三方面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

一是“改善条件”，统筹用好中央预
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高校
持续改善办学条件。

二是“优化结构”，推动新增高等教
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支
持布局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
作办学。

三是“产教融合”，引导高校面向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机制，强化行业企业实践培养，增强学生
就业创业能力。

基础养老金
退休人员养老金均提高

发布会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
人葛志昊提到这样一组数据：2025年全
国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安排均接近4.5万亿元，分别增长6.1%和
5.9%，卫生健康等支出也都保持较高增
幅。

就业是财政支持的重点领域。2025
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667.4亿
元，支持地方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延
续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继续实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见习补贴提前发放
等政策，支持企业纾解困难、稳定岗位。

在提高基本养老保障水平方面，国
家财政承担的城乡居民全国基础养老金
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也将适当提高。为确保这些待遇
按时足额发放，今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
大补助力度，同时开展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调剂，超过3亿老年人将受益。

此外，财政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支
持作用也在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99
元、中央财政安排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809.45亿元……财政推动民生“保障
网”越织越牢。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年来，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
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城市运转不可
或缺的“毛细血管”。如何让他们能够在
城市中立得住脚、安得下心、圆得了梦？
解决住房问题是首要。6月9日，市住房
城乡建委、市公租房管理局靠前服务，对
接美团等外卖平台，在渝北空港乐园小区
为美团骑手举办了一场公租房专场政策
宣讲会，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精准的公租房
政策服务。

活动现场，市公租房管理局的工作人
员向66名美团骑手详细讲解了公租房的
申请条件、申请方式以及申请所需材料。

同时，还全面介绍了公租房小区在交通、
教育、生活等方面的配套情况，让骑手们
对公租房的居住环境和便利性有了更直
观的了解。

美团骑手宁书香说：“一直都想申请
公租房，但工作忙没去深入了解。现在才
知道，原来申请起来这么简单，配租速度
也很给力！”另一位骑手万建军也表示：

“今天来得太值了，下午单子都不跑了，马
上准备资料去提交。”

据了解，市住房城乡建委高度重视新
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工作，将在城市稳定生
活的新就业群体纳入住房保障范围，构建

了公租房提供兜底性保障、保障性租赁住
房提供阶段性保障、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提
供长久性保障的新就业群体多元化住房
保障格局。

其中，外来务工的外卖小哥、快递
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群体，缴纳了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者工伤保险（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且满足
住房、工作、收入规定条件的均可以申请
公租房。

除了住房保障政策的落实，重庆公租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还致力于推动完善生
活配套、生活关怀等服务。例如，重庆首

个“美团袋鼠宝贝之家”落地云篆山水公
租房南园社区，为小区新就业群体子女提
供周末、寒暑假托管以及兴趣培养等服
务，解决骑手们的后顾之忧。康居西城、
美丽阳光家园等公租房小区打造了多个
暖“新”驿站，有效帮助解决新就业群体充
电难、休息难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为新就
业群体打造了友好居住场景。蓝海1号
院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创新设立“青年夜
校”，定期为新就业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及创业辅导，精准推送就业资讯，构建

“居住+成长”的社区生态。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圆新就业群体“安居梦”一场宣讲会背后的民生温度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适当提高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

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
从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均衡性、扩大基础民生服务普惠
性、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
性等方面作出部署。

意见有何亮点？如
何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
平、均衡、普惠、可及？
在国新办 10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有
关部门负责人作
出解答。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
长肖渭明介绍，意见在
政策上的亮点，可以用

“准、实、新”三个字概
括。

准，指的是民生建
设的方向和政策着力点
找得比较准。意见提出
了推动新时代民生建设
更加“公平、均衡、普惠、
可及”的八字方针，既要
在社会保障、基本公共
服务等制度建设上增强
公平性、提高均衡性，也
要聚焦上好学、看好病、
提供“一老一小”普惠服
务和多样化社会服务等
方面，有针对性提出政
策举措。

实，指的是针对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
堵点卡点痛点问题，提
出明确目标和务实举
措。比如，意见提出实
施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发
式帮扶提能增收行动等
举措，引导公共资源科
学合理配置，更好满足
群众需求。

新，指的是推出更
多以“小切口”撬动“大
民生”的新举措。针对
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档次设置，意
见提出合理确定缴费补
贴水平，适当增加缴费
灵活性；聚焦减轻家庭
生育负担，意见提出支
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
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按程
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一批群众可感可及
的民生实事，将为老百
姓带来更多实惠。

可用“准、实、新”
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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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有关负责人详解如何推动民生建设更加
公平、均衡、普惠、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