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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
众生活比较困难；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努力实现新要求，全面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
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十八大报告关于改善民生的阐述引起代表们共鸣。大家表示，报告不回避现实问题，
同时为百姓勾勒出了未来生活新图景，给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广阔的思路，让人们看到
了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体制改革的完整设计，也读出了执政党把握民生脉动的现实追求，
让人坚信中国人民生活会越来越好。【

【

“学有所教”这个中国先贤孔子提出的美
好理想，在十八大报告中被赋予新的内涵。

海南省教育厅厅长胡光辉代表认为，十
七大、十八大连续提出“学有所教”，集中体
现执政党“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过去5
年，“学有所教”主要体现在解决“上学难”的
问题上。今后，在解决好“上学难”的同时，
关键是要解决“上好学”，提升教育质量，满
足多元化教育需求，实现因材施教。

“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着人
们对“学有所教”的评价。代表们认为，当前

推进教育公平的难点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
分配不合理、受教育机会不均等，从人民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看，主要表现在择校、异
地高考等方面。

“教育公平与否本质上反映了改革步入
深水区后，必然触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如何
调整这些利益，争取不同群体之间的最大接
受度，也是教育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胡光辉说。

“学有所教”是中华民族延续两千多年
的期盼，也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为

自己设定的艰巨目标。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促
进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
才”都呼应着近年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点。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代表说，目前正在大
力推进教育规划纲要贯彻落实，在国家统一
实施、地方承担试点以及基层自主改革这三
个层面，分别沿着培养模式、办学体制、管理
体制和保障机制这四条轨迹展开，坚持不懈
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党代表及专家展望五大民生领域新图景

社会保障：迎接“全覆盖普惠时代”来临

十八大报告明确，2020年要建成覆盖
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而言，首先是
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时改革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逐步做实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
统筹。

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

配的一项基本制度，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
焦点。“报告让我感受到民生的温度，把‘统
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为加强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充分突显
了中央对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视和关
心。同时体现了执政党的责任担当。”十八
大代表、山西省晋城市委书记张九萍说。

“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是基本指

针，要真正把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到
那些最需要、最期盼、最困难的群众中。”她
说，要加大投入力度，拓宽筹资渠道，探索
建立社保基金投入运营制度，确保社保基
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群众的受保水平逐年
提高，让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障体
系建立和完善的成果。

（据新华社电）

收入分配：“双同步”前景下趋向“更公平”

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
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
提高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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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改革是必须尽快突破的改
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适当调整。
当前，劳动报酬比例下降，应适当提升；居民
收入比重偏低，国家分配格局需要适当调整。

报告在谈及收入分配时强调“公平”。
迟福林说，改革要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太低，不利于消

费需求的释放，应把这个当做大事，2020年
应把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到40%左右。实体
经济、中小企业是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
来源。国家应将结构性减税作为收入分配
改革中的大问题加以解决。同时建立收入
分配基础制度。

住房：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制度方向明确

十八大报告提出“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
成”的新要求，一些代表和专家认为这一要
求切中要害。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不能无限期拖
下去，需要制定时间表。”新华社特约观

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
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深化住房制度
综合配套改革应走“以时间换空间”路
线，具体包括以阻止恶性循环为目标，实
施行政管制的制度；以弥补制度缺失为
目标，率先突破核心制度的改革；以攻克

制度失序为目标，依序跟进配套制度的
改革；以校正制度扭曲为目标，适时推出
关键制度的改革；以克服制度模糊为目
标，持续完善具体制度的改革；以发挥市
场机制基础作用为目标，逐步废止临时
性行政管制的制度。

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当被问及对十
八大报告哪些话印象最为深刻时，十八大
代表、静乐县双路乡卫生防疫员王元林脱口
而出。

十八大报告提出，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
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
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
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这让64岁的王元林代表非常振奋：“作
为一名乡村医生，39年来我都是徒步为周围
15个村的孩子看病的，感觉这些年来农村医
保不同层次在完善。农民常见病看病难问
题不再那么突出，但和城里相比还有差距，
看疑难症还有困难。”

“病有所医”是几千年来百姓的梦想。
王元林代表说，出发前乡亲们就嘱托他关注

大会在国民健康方面能有什么新政策。“我希
望扩大农村合作医疗所能包含的病种范围，
同时提高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完善合作医
疗的报销机制，使得农村参保人员能够更加
便利、快速地报销医疗费用。在资金、政策方
面给予贫困地区资助和倾斜。把先进的卫生
技术和专家送到农村，让农民以较低的价格
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他说。

医疗：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

现场花絮现场花絮

11月9日，十八大部分代表团分组讨论
向媒体开放。讨论间隙，中央国家机关代
表团代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
光亚刚走出会议厅，便遭遇大批记者“围堵”
采访。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争相采访

11月9日，十八大部分代表团分组讨论
向媒体开放。在湖南省代表团分组讨论间
隙，十八大代表、小学教师兰朝红（左）接受
媒体采访时唱起家乡的苗歌，表达自己的喜
悦心情。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唱支苗歌表心情

11月9日，崔荣华在发言时站起来给大
家鞠躬。

当日，陕西省代表团分组讨论十八大报
告。西安荣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崔荣华
代表发言时站起来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

崔荣华说：“我感恩改革开放的时代，感
恩党的培养，感恩所有人的支持。10多年前
我创业时只有 10 多个人，如今发展成 1400
多人的企业集团、资产总额10多亿元，靠的
是国家的好政策。”

作为非公企业的代表，崔荣华觉得十八
大报告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报告，近些年国家
经济持续增长，非公经济不断壮大，以人为
本的理念逐步落实，百姓生活的变化都能切
身感受到。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我给大家鞠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