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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專家：：強化問題導向解決民眾急強化問題導向解決民眾急難愁盼難愁盼
《《決定決定》》宣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重大任務宣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重大任務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簡稱

「《決定》」）明確宣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

任務，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

設，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決定》重申了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和就業優先政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等，

並首次提出「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多位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本次全會民生領域的改革突出問題導向，着力解決民生領域的痛點、難

點。他們強調，就業、生育、醫療、養老等，並非一個個孤立的問題，需要

「算總賬」，改革應把增進民生福祉體現在全過程、全方位，實現目的、過

程、結果的有機統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凱雷 北京報道

期待完善鄉鎮醫院建設 提供便利化就醫
退休公務員郭大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說：「醫院現在都普及了網絡掛

號、自助機取號、掃碼付款，苦了我們這

些不會用智能設備的老年人，看病反而成

了心病，身體不舒服只好讓孩子請假陪着。希望政府能

在推進就醫便利化上下工夫。」而在北京從事IT行業的

李娜也談到，由於工作繁忙，小病小痛沒時間去醫院排

隊就診，非常害怕小病拖成大病。她希望醫療機構能夠

提供更加便捷的預約和診療服務，減少等待時間，特別

是建立遠程醫療系統，能夠在家或者在公司接受專家的

遠程診斷和治療，並且實現藥品快遞上門。

加大護工培訓等方面投入
「現在，大部分鄉村居民與大醫院有一定距離，不太

方便老人、孩子就醫和探望，衞生所等機構的設施大都

比較老舊，病房簡陋，護工都是附近村民，沒有受過專

業訓練。希望國家能繼續加大鄉村醫院建設、護工培訓

等方面投入。」山西長治人陶德說，《決定》提出，促

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下沉和區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設分

級診療體系，推進緊密型醫聯體建設，強化基層醫療衞

生服務，他十分期待相關政策落實。

中國人民大學醫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虎峰談

到，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醫療衞生體系，

《決定》對醫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過去的重醫輕

衞、重治輕防轉為預防為主、醫防融合；由以治病為

中心轉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由衞生健康的部門政策

轉為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需要從理念觀念、體制機

制、方法策略上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醫改工作不

進則退，應根據客觀規律把握發展趨勢，統籌全局，

兼顧長遠部署和推進。」

鼓勵和保護民營養老機構
「我在電視上看到，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在國新

辦回應提問時明確『要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

民生建設』，我舉雙手贊成。」2007年，閆帥從父母

手中接過一家北京市民辦非營利性機構普樂園愛心養

老院的經營權，此時的養老院僅入住五位老人。17年

過去，養老院入住老人數達到了約160人，近年被評為

三星級養老機構。他說，自己的夢想是辦一所人人住

得起的養老院。

「《決定》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發展養

老事業和養老產業政策機制，這一點正當其時。」全

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我國養老產業的現有規模，嚴重滯後於居民實

際需求。他建議，把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有機結合起

來，制定未來產業的頂層設計，充分發揮養老產業推

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潛力。「養老產業要有底線

思維，也要有天花板的思維。中低收入群體應由政府

進行託底保障，針對中高收入群體的養老服務則可以

充分市場化運營，滿足差異化的養老需求。」

金李指出，在鼓勵國企進入的同時，要鼓勵和保護

民營養老機構。當前，民營市場化養老機構和相關產

業發展動力不足，進展緩慢，歸根結底是市場化不

足。近年來受到民意輿論影響，包括部分民營機構面

臨爆雷、跑路問題，政府有強力接管的趨勢，如各地

對民辦養老機構的整治可能抑制擠出了民間市場化力

量，不利於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其實，很少人為

了騙錢去辦養老事業，因為周期太長，騙子根本耐不

住性子。出問題的機構主要還是因為經濟下行，各種

風險凸顯，對他們還是應該支持為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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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對醫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過去的重醫
輕衞、重治輕防轉為預防為主、醫防融合。圖為2022
年7月6日，長治醫學院和平醫療集團「第一村醫」壺
關縣工作隊的醫生趙甘婷（右一）在為大峽谷鎮衞生
院的村醫們上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9
日，國新辦就《關於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
的意見》（簡稱《意見》）有關情況舉行發布
會。民政部養老服務司負責人李永新在會上表
示，優化和擴大養老服務供給，釋放養老服務
消費潛力，對於更好滿足老年人多層次、多樣
化、個性化養老服務需求，切實提升老年人生
活品質，讓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具有重要意
義。下一步，民政部將創新「智慧+」養老新
場景，運用智能技術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準的
服務。
2023年底，中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

到2.97億，佔總人口比重達到21.1%。

構建「一刻鐘」養老服務消費圈
李永新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將圍繞促進
養老服務供需適配，進一步優化居家、社
區、機構養老服務供給，推動助餐、助浴、
助醫、助潔、助行、助急和探訪關愛等服務
發展，開展居家適老化改造，建設家庭養老
床位；加強鄉鎮（街道）區域養老服務中
心、社區嵌入式養老服務機構建設，暢通區
域內養老服務供需渠道，構建「一刻鐘」養
老服務消費圈。
此外，圍繞培育養老服務消費新場景新業
態，創新「智慧+」養老新場景，運用智能技

術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準的服務；發展「行
業+」養老新業態，推動養老服務與物業、家
政、醫療、文化、旅遊、體育、教育等行業融
合發展；拓寬「平台+」養老新渠道，借力平
台經濟優勢，更好為老年群體提供便捷化、個
性化養老服務。
在消費保障上，民政部還將增加養老服務設

施有效供給，有效補齊老舊小區養老服務設施
短板；深化老年用品推廣應用，支持關鍵技術
研發突破，壯大養老服務經營主體，推動形成
養老服務品牌；推動加大財政金融支持力度，
落實養老服務領域稅費優惠政策，更好滿足養
老服務機構融資需求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民政部派駐中華少年兒童慈
善救助基金會工作組已關注到兒慈會 9958 項目河南「救助
站」負責人雷某涉嫌職務犯罪一事，正在對此進行全面調
查。
據了解，今年2月，雷某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有關監察機關立案
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5月已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工作組負責人表示，前期，民政部已對兒慈會作出了停止活
動三個月的行政處罰，將其列入社會組織嚴重違法失信名單，
目前工作組正在督促指導兒慈會進行深入整改整治。
2024年6月11日，民政部發布通報稱，針對群眾舉報和媒體
反映的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有關問題，民政部成立調
查組開展了全面調查，並依法依規進行了嚴肅處理。兒慈會副
秘書長、9958項目負責人王某涉嫌職務犯罪，經有關監察機關
立案調查已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民政部：正就兒慈會河南「救助站」有關問題展開調查內地釋放養老服務消費潛力 創新「智慧+」養老新場景

山東省費縣人胡興俊就職於北京一家
正規物流企業，但妻子劉霞屬於

「靈活就業」者，除了收入不穩定，社
保繳納也時斷時續。來自農村的母親每
月養老金只有幾百元，常從事日結工補
貼家用，老人還一直盼着小兩口盡快生
兒育女。「只要不遇到傷病，我們一家
人的日子還過得去，但平日不捨得消
費，掙了錢就趕緊存起來。」他坦言，
生活缺乏穩定給一家人帶來很大的心理
壓力，影響着對未來的規劃和安全感。
胡興俊一家的生活境況不是孤例，接受
採訪的眾多家庭都提到，在三中全會出
台的各項政策中最關注的就是民生。有
專家指出，《決定》涉及民生領域改革
的顯著特點就是突出問題導向，着力解
決民生領域的痛點難點問題。注重從老
百姓急難愁盼中找準改革發力點和突破
口，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

不遺漏困難群體就業
《決定》強調，高質量就業是增加居

民收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關鍵所在，
提出完善就業優先政策。2024年高校畢
業生超過1,170萬人，有人說這是當下最
突出的「包袱」，也有人說是未來五年
最嚴峻的「挑戰」。而中國地質大學
（武漢）地理與信息工程學院黨委副書
記熊程認為，每年千萬人規模的高校畢
業生，都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寶貴
財富」。
「因形勢與市場的變化，高校畢業生

就業挑戰不小，從供需匹配看，行業市
場人才需求端與高等教育人才供給端存
在一定錯位。」熊和強調，「有活沒人
幹」和「有人沒活幹」的就業結構性矛
盾目前仍較突出，特別是隨着新一輪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催生了一批
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對畢業生就
業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熊程表示，緩解年輕人「就業難」需要

各地區、各行業聯動，全社會多管齊下，
包括企業增加崗位資源「供給量」；學校
提升人才供需「適配度」；營商環境激勵
年輕人自主創業，從提升創新人才培養質
量、有力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維度
抓就業。「同時，在新就業形態下，不能
遺漏那些年齡偏大、文化偏低、技能不足
的困難群體，要讓他們更容易找到門檻低
的合適工作。」

設法增加工資性收入
收入分配是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最直接的方式。《決定》提出，構建初
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
的制度體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

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
院教授羅楚亮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包
括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
入和轉移性收入四個組成部分，其中工
資性收入的佔比超50%。他強調，增加
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主要還是設法增加
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並在依法保
護合法收入的同時，防止兩極分化、消
除分配不公，包括完善個人所得稅制
度、加大抵扣力度，規範資本性所得，
加大對壟斷行業薪資、福利管控等。

增強居民醫保支付能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研究員王水雄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就
業、醫療、生育和養老等，共同構成了
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民生領域
的各個方面並非孤立存在，它們之間存
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例如，就業機會
的增加可以提高收入水平，進而增強居
民對醫療服務和養老保障系統的支付能
力。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可以減輕因
疾病或失業帶來的經濟壓力，從而增強
民眾生育意願。」
王水雄認為，解決民生問題要把握
「算總賬」，推動各類民生機制融合，
善於從「解決一個問題」上升到「解決
一類問題」，讓「為民造福」做到可持
續、廣覆蓋。「我倡導實行每周四天工
作制，給一部分靈活就業群體創造更好
的工作、增收機會，另一些中等收入群
體得以利用更長的休息日，扶老攜幼出
行、運動、旅遊，滋養身心健康同時也
將更好地拉動國民消費。」王水雄說。

民生領域改革重點亮點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規範財富積累機制，多渠道增
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

◆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
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全面取消在
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

◆推進基本醫療保險省級統籌，深化
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大病保險
和醫療救助制度。

◆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有效降
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建立生
育補貼制度。

◆發展銀髮經濟，創造適合老年人的
多樣化、個性化就業崗位。按照自
願、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
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凱雷

◆《決定》重申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就業優先政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等，並首次提出「健全
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圖為 5月28日在河北威縣威力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教師為學員講解汽車配件知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