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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时评

重点推荐

延伸阅读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必须坚守“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

红线。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以对人民群众

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预防为主、标

本兼治，切实落实和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筑牢安全防线。以长春兴煤矿为代表

的煤矿企业，正以创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推动着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方式的变革。

打造智慧矿山
传统煤矿企业插上互联网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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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家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教育、

科技、就业和社会保障、农业农村以

及医疗卫生等方面取得哪些成就？

下一步有哪些惠民举措？近日，相关

部门负责人做客“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系列论坛第二场论坛，畅谈民生

领域改革成就，并对网友关心的热点

话题作出回应。

教育普及水平大幅提高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成为改

革开放的先声。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陈宝生表示，40年来，高等教育累

计培养9900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

职业学校累计培养2亿多名技术技

能人才，极大满足了国家战略需求。

同时，教育普及水平大幅提高，2017

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达到13.5年，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超

过45%，14亿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教育公平是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提高教育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

心任务。近年来，加快缩小城乡差

距、区域差距、校际差距、群体差距的

一系列举措出台，让所有的孩子都能

“有学上”“上好学”“不失学”，为人生

出彩插上教育的“翅膀”。

陈宝生表示，下一步我国教育事

业将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

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

大力推进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

作再抓实，努力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57.5%

科技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各方面

改革前列。40年来，我国科技实力

大幅跃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大国。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

长王志刚介绍说，2018年，我国国家

创新能力排名升至全球第17位，基础

和前沿技术研究取得一批比肩世界

先进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战略高技

术发展令世人瞩目。我国科学家的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在诺贝尔奖等

国际重大科技奖项上实现零的突破。

科技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通道打通，加速了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有效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7.5%。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

享经济发展。2017年全国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13.6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

交额达1.34万亿元。科技扶贫支撑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良种对粮食增

产的贡献率达到43%以上。

王志刚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基础

研究，攻克关键技术，优化完善人才

制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供给

质量。

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牵动着千家

万户的生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义珍表示，

2017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7.76亿

人。就业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就业

结构不断优化，劳动者就业质量不断

提升，职工工资水平逐步提高。

40年来，我国稳步推进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生育保险制度日趋完善。目前，我国

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9.3亿

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

13.5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均达到2亿

人左右，覆盖了绝大多数职业群体。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自2005年

以来连续14年上调，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相应提高。

张义珍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将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

业，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

书记、副部长韩俊回顾了农村改革

4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国粮

食产量已由1978年的6000多亿斤

增长到2017年的12,358亿斤。目

前，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

作物完全可以自给，肉蛋菜果鱼等产

量稳居世界第一。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蓬勃发展，2017年接待游客25

亿多人次。

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3,432元，是1978年

的100倍。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

的7.7亿人减少到2017年的3046万

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至

3.1%，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

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超

过91%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

电力、公路、宽带、有线电视条件显著

改善，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韩俊说，未来将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统领，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

要造就一支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让农业真正成

为有效益、有吸引力的体面的职业。

深化医改成效显著

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

康。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6.7岁，

健康水平已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王贺胜介绍了我国在深化

医改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

效。分级诊疗制度加快形成，所有公

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织

起覆盖城乡、多层次衔接的基本医疗

保障网，跨省异地就医费用逐步实现

直接结算。实施药品生产流通使用

全流程改革，基本实现儿童药、短缺

药持续稳定供应。落实抗癌药“零关

税”配套措施，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扩展到

14类，开展21种大病集中救治，细化

慢性病签约服务，加强重病兜底保

障，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提高到80%以上。此外，我国先后启

动实施的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

使二孩出生增长明显，生育政策调整

效果逐步显现。

王贺胜透露，面向健康中国建设

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国家卫健委

正在加快制订促进全民健康的行动

计划，准备实施一批维护健康重大

行动，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

加完善。

□ 赵 磊

历史，总是在不断流变的现实呼

唤中确定它的走向。现实，总是在坚

定不移的理想追求中承载万千梦想。

纵观宁夏40年来财政发展，经

历了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特惠到

全民社保的历程。

今年，61岁的宁夏西吉县将台

乡明台村村民陆世恒接过全区新农

保保险金存折时心里乐开了花，他做

梦也没想到，种了一辈子田，还能像

城里人一样按月领取养老金。

这张笑脸，这份温暖，折射出公

共财政的阳光。

保障民生实力由小到大裂变

经济发展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发

展社会事业、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上。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社会保障

处负责人介绍，改革开放40年来，宁

夏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

财政的覆盖范围，公共财政惠及千家

万户。宁夏地方财政收入从1978年

的 3.6 亿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80.03

亿元，财政支出由6.02亿元上升到

241.8亿元。民生支出由1978年的

1.9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163.7亿元，

占财政支出比重由32%上升到68%。

“十二五”期间，全区地方公共财

政收入由2008年的95亿元增加到

2012年的264亿元。全区财政支出累

计2892.4亿元，年均增长28%。民生

支出达21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3%。

在刚刚过去的5年，全区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13年的308亿

元增长到2017年的417.6亿元，年均

增长7.9%。5年来，民生总投入达

4329.4亿元，比上一个5年增长2.1

倍，民生支出一直占财政总支出的

70%以上。2017 年全区民生投入

1045.7亿元，增长8.7%，占整个财政

支出的76.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小财政激活大民生

银川市西夏区杨慧清2016年成

为了家里第一个就业的人，改变了一

家人靠低保生活的状况。“家里的负

担减轻了不少，父母的笑声明显比以

前多了。”杨慧清说。在全区，“零就

业”家庭始终保持了动态清零。

隆德县贫困户付忠刚小儿子残

疾，大儿子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十分

困难。2016年，付忠刚获得了1.69

万元救助金，发展庭院家禽养殖。一

年过去了，付忠刚家的生活条件有了

很大改善。

一个个片断连成了自治区民生保

障的全景。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

近5年来，宁夏财政保障如和煦阳光，

温暖着千家万户。宁夏先后多次提高

城乡低保补助标准、农村危窑危房改

造补助标准。城市低保标准从2013

年的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2018年

的560元，农村低保标准从每人每年

1930元提高到3800元。全区农村危

窑危房改造支出38.9亿元，完成危窑

危房改造22.3万户。妇幼卫生“四免

一救助”扩大为“六免一救助”，再扩大

为“七免一救助”，惠及82万妇女儿童。

在加快全面小康进程中，宁夏将

因病致贫建档立卡人员纳入医疗救

助范围，年度救助金额上限由8万元

提高到16万元，将大病报销起付线

从9500元降到3000元，确保年度住

院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90%或年度

自付费用累计不超过5000元。

民生保障网织得更牢更密

科学发展无止境，改善民生无

穷期。

5年来，全区残疾人事业投入

13.4亿元，较上一个5年增长6倍。

投入2.1亿元，建成宁夏残疾人康复

中心，建成残疾人社区康复站1675

个，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从2013

年的48％提高到2017年的81.9％。

率先在西部地区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有4939名残疾儿童免费

接受康复训练。去年，将解决农村

“三留守”人员关爱保护工作纳入自

治区民生计划，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

800多万元、每人每年补贴3600元，

在全区2252个行政村每村配备一名

督导员，守护所在村的留守儿童。

健康和平安关乎千家万户。5

年来，全区医疗卫生支出375亿元，

年均增长16.7%。宁夏作为全国综

合医改试点省区，所有城市公立医院

和县级公立医院率先纳入全国试点

范围，建立完善了公立医院取消药品

加成补偿机制，财政按20%~30%的

比例予以补助。

改革开放40年来，宁夏财政一

直在“雪中送炭”。2005年以来，连续

14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月人均

水平由 2013 年的 1971 元，提高到

2017年的2850元，年均增长9.7%。

截至2017年年底，全区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85万

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123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为495万人，享受待遇人次

1077万人次，基本实现了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参保全覆盖。

改革开放40年 民生领域成绩单亮点满满
相关部门负责人近日做客“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系列论坛第二场论坛，

畅谈民生领域改革成就

从财政“钱袋子”看宁夏民生福祉
自治区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惠及千家万户

浙江长兴浙江长兴：：
党群互党群互助迎丰收助迎丰收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

县洪桥镇潼桥村200多亩帝皇

菊迎来丰收。今年以来，洪桥

镇以党群创业互助会为载体，

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梦，共建立党群创业基地5个，

帮扶乡村低收入家庭109户，

人均增收超两万元。图为洪桥

镇党员在与村民一起采摘帝

皇菊。

新华社发（许 旭 摄）

□ 朱昌俊

2008 年 7 月 1 日，湖南常宁成为全

国首个开通免费公交车的城市。10 年

过去，尽管实际运营成本增加，但仍在坚

持。常宁市公共交通道路运输管理处主

任刘建国说：“现在免费公交线路还是3

条，想再开通线路就有点困难，刚开通时

免费公交线路大概七八公里，现在是10

多公里。”

常宁的免费公交车，从实施第一天

起就伴随着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实实

在在的惠民之举，反对者则认为完全依

靠财政埋单，“免费午餐”模式将难以为

继。现在看来，尽管免费公交没有扩容，

但依然在坚持，甚至线路有所延长，这足

以证明其并非昙花一现。

事实上，过去 10 年间，免费公交模

式在国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先后

有 70 多个城市派人到常宁学习和考察

免费公交。一些城市推出了特定线路的

免费公交，将之发展为特色旅游线路；一

些城市在特定时期实施公交免费乘坐政

策；还有一些城市则规定在一定时间内

可实行免费换乘公交车。这都是“免费

公交”概念的延伸和运用。

“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这是一谈

到免费公共产品时，不少人下意识的反

应。其实，“免费公交”模式是否可行，必

须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显然，动辄人口

达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城市，免费公

交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其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未必能够与投入相匹配。这

也是目前实行免费公交的多在县域，而

极少有大城市尝试的重要原因。

免费公交，既不能一窝蜂地盲目复

制，也不能想当然地“一棍子打死”。常

宁的例子具有双重现实启示意义。

其一，无论是为了惠民，还是倡导环

保出行，城市公共交通在降低市民出行

成本方面，其可供挖掘的潜力还很大。

虽然不一定都要免费，但像规定时间内

免费换乘等措施，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这其实也是经济杠杆的运用。至于免费

方式和成本控制，也可以因地制宜。如

上海就取消了自2009年实施的70岁以

上老人持“敬老卡”免费乘坐公交车及地

铁政策，改为向65岁以上老人发放老年

综合津贴。这不仅利于让老年人结合个

人情况理性出行，还有效地调节了客流，

降低了“免费”的社会成本。

其二，常宁的免费公交，不仅在当地

受到市民称赞，对外也成了常宁的一张

城市名片。这表明每个城市都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找到自己的惠民之道和城市

名片。我国目前有 300 多个地级市、近

3000 个县，各地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

发展模式存在趋同性。而常宁的免费公

交，神木的免费医疗和教育，都展示了创

新空间是存在的。再比如，最近安徽芜

湖给网约车松绑，在全国率先打造出网

约车管理的“芜湖模式”，同样实现了惠

民和城市形象升级的双赢。

常宁免费公交模式在争议中能够坚

持 10 年，其价值不止于示范了小城市

“免费公交”的玩法，更以实际行动证明：

不同城市在惠民和管理上完全可以走出

“不一样的路”。

10年免费公交车
不一样的惠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