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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

线，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

就业：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

以上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包括，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报告

提出，各地都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

大就业。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

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

不断线服务。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

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加快培养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

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不断

壮大，报告提出，完善灵活就业社

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此外，报告还提出，

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

歧视，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突出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从扩宽就业渠道的

大盘和根本出发，直面就业结构性

难题，体现了积极进取的政策导

向。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

2 亿人左右，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

伤害保障试点，直面新问题与新挑

战，符合新发展阶段现实需要。”全

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罗卫红说。

乡村振兴：促进脱贫人口持续

增收

“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

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今年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关键一年。围绕确保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报告提出，完善落

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支持脱

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脱贫人

口持续增收。强化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帮扶措施，增强脱贫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

围绕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

报告提出，开展好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县试点。深化

供销社、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国有

林区林场、农垦等改革。严格规范

村庄撤并。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

和污水垃圾处理。深入开展文明村

镇建设。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度、广度和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

坚。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

柯桥区漓渚镇棠棣村党总支书记

刘建明提出，应因地制宜发展农产

品加工、休闲旅游、电商等产业，以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新征程要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教育：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

减负

公平与质量是促进教育发展

的两个关键词。报告提出：我国有

2.9 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

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

的大事办好。

针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群体

的现实关切，报告进行了回应：保

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继续做好义

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多渠道增加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改善职业教

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

制。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

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工商学院

执行院长李孝轩说，当前，中国人

口变化、城乡格局改变、区域经济

发展差异等都对教育产生了深刻

影响，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

作，到破解职业教育发展瓶颈等，

报告聚焦教育领域面临的结构性

矛盾和短板弱项，加快完善高质量

教育体系，体现了惠及所有孩子的

施政理念。

医疗医疗：：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

基本统一基本统一

在医疗领域，继续致力解决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报告提出，

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

30元和5元。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办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

围基本统一。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逐步提高心脑

血管病、癌症等疾病防治服务保障

水平，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

针对如何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报告提出，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加强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持

续做好疫苗接种工作，科学精准处

置局部疫情，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

太和医院党委书记罗杰表示，改善

医疗服务的相关政策，既坚持了持

续稳步推进，又积极聚焦现实难

点。对于近年来公众关心的异地结

算、耗材价格昂贵、重大疾病治疗

等均作出有效安排，问题看得清、

措施提得实。

老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优化

城乡养老服务供给 完善三孩生育

政策配套

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报告

透露一系列利好消息：适当提高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标准，确保按时足额发

放。继续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举措包

括：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支持

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

洁、康复护理等服务，鼓励发展农

村互助式养老服务。

如何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

措施备受关注。报告提出，将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此外，报告还明确提出，严厉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民政厅

厅长张冬云表示，一老一小关系千

家万户，期待抓紧建立面向全体老

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基

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妇联兼

职副主席陈中红期待，在进一步完

善法律的基础上，政府部门与社会

形成合力，有效保护妇女的人身安

全与婚姻家庭权益。

粮食与能源安全：装满“米袋

子”充实“菜篮子”保障民生和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用电

报告提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供应，保障民生和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用电。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

障能力，加快油气、矿产等资源勘

探开发，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

度，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保持物价

水平基本稳定。

报告强调把 14 亿多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具体措施

包括：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

购价；切实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新建 1 亿亩高标准农

田，新建改造一批大中型灌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

学教授马一德说，以国内稳产保供

的确定性来应对外界环境的不确定

性，体现了主动、靠前的施策方向。

他还表示，受复杂国际形势和

疫情影响，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给

我国能源安全敲响警钟。未来应进

一步练好“内功”，加强我国能源生

产保障能力，提升资源开发水平。

同时要树立危机意识，继续在全社

会提倡节能减排。

消费：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报告提出多项推动消费持续恢

复的举措：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发展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

以旧换新。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发展农

村电商和快递物流配送。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推动

消费既要靠增加居民收入，也要靠

促进市场空间不断扩大。“消费新

业态新模式与农村下沉市场，对拉

动消费意义十分重要。政策制定要

注意发现和引导需求，增强群众消

费意愿。”

生态环境：加强污染治理和生

态保护修复

报告提出，加强污染治理和生

态保护修复。强化大气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大重要

河湖、海湾污染整治力度，持续推

进土壤污染防治。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报告提出，

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进

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坚

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

目盲目发展。推动能耗“双控”向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代表表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复杂工

程和长久任务。中央已经进行了清

晰布局，报告进一步为产业、能源

结构调整等指明方向。

住房：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

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

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

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

和健康发展。报告还提出，再开工

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

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坚持“房

住不炒”已成为社会共识，也仍旧

是我国房地产政策的总基调。目前

我国住房需求依然旺盛，房地产市

场的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房地产

调控政策要保持稳定性、精准性、

协同性，系列举措对促进房地产业

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十分关键。

（据新华社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