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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我的心同大家、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

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同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

院在院老人聊起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亲切询

问郑州东站月台上的旅客是回家过年还是外出旅游，叮嘱他们注

意旅途安全；强调“要坚持像脱贫攻坚那样，‘五级书记’抓农村防

控”，确保群众平安过年……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一段段动人的对

话、一个个温馨的场景，诠释着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人民”二字，重若千钧。难以忘记，在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习近平总书记特地叮嘱

社区负责人“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

难”；难以忘记，在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总书记每到一处，

都驻足同群众交流，并动情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难以忘

记，在山西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当得知乡亲们日子过得不

错，总书记深情地指出“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温暖的

话语，深厚的感情，生动注解“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

必行之”的赤子情深，有力彰显百年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

值追求。

殷殷初心如磐，时代答卷常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

人民谋幸福，是念兹在兹的不变初心，更是接续奋斗的永恒坐

标。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变为现实，我们必将书写更多充满民生温度的“中国故事”。实

践表明，只要党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任何

风浪都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铿

锵步伐。

“心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张帅祯

■今日谈R

本报北京 1月 21日电 （记者李心

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数

据：2022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实

现 1206 万人，超额完成 1100 万人的全

年目标任务。

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2022 年，个

别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阶段性上

升，但从全年来看，总体失业率保持基

本稳定。1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 5.5%，比 11 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点。

重点群体保障有力。2022 年农民工总

量达到 29562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311
万人，超过 2019 年的规模；脱贫人口务

工规模 3278 万人，同比增加 133 万人。

市场供求保持活跃。2022 年，全国 100
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为

1.46，继续保持在 1 以上，岗位供给大于

求职人数。

据介绍，2022 年，面对经济增速放

缓 、外 部 环 境 复 杂 多 变 等 多 重 因 素 冲

击，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

业 优 先 政 策 ，保 持 了 就 业 局 势 总 体 稳

定。成绩来之极为不易，其中，稳就业

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 年，减负稳岗各项政策加速落

地，全年释放政策红利约 4900 亿元，加

力保市场主体稳就业。各地人社部门、

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累计为市场主

体和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 1 亿多人次，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 1600 万人

次，实现月月有招聘、服务不断线，以优

质服务强技能促就业。

2022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
新数据 新看点

“爸爸！妈妈！”江西赣州西高

铁站出站口外，7 岁的欢欢从奶奶

身边冲出去，扑进爸爸怀里。刘志

青夫妇在深圳务工，已有 3 年没回

家过年。望着两鬓染霜的母亲，搂

着个头蹿高不少的女儿，刘志青眼

眶湿了，“走，回家。”

往西北约 1600 公里，西安北站，

25 岁的徐小妹拖着行李、拎着礼物，

下了返乡专列，直奔换乘通道，“火车

进站就激动得不行，太想家人了。今

年回家的人这么多，真是超预期。”

再往西北约 2600 公里，乌鲁木

齐站，王赣生登上开往鹰潭的 T308
次列车，视频电话里，爸爸抢镜唠

叨：“你那屋，你妈都打扫好几遍了，

是后天下午 3 点 22 分进站吧？出站

就让你喝上热酒酿！”

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

视频连线看望慰问铁路客运干部职

工时指出，今年春运是疫情防控进

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运，客流量

大幅回升。交通运输部门要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要求，提升保通保畅

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行，

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有序。

广袤大地，列车飞驰，回家团圆

是最暖心的春节礼物。1 月 7 日至

21 日，节前春运 15 天，全国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约 1.1 亿人次，同比增长

约 28% 。 旅 客 们 感 慨 ：“ 流 动 的 中

国，浓浓的年味，真好！”

运力充足，温馨
春运映照温暖中国

1 月 18 日，早上 7 点半，徐州高

铁站，候车大厅熙熙攘攘。“客流明

显回升，这个春运热起来了。”徐州

站党委书记李博介绍，农历小年前后，徐州高铁站和徐州站的

每日旅客发送量已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90%以上。节前春运

15 天，长三角铁路共发送旅客 2384.8 万人次，较 2022 年同期增

长 24.6%。

春运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的一件大事。今年春运，统筹用好去年开通的新成昆铁路、银兰

高铁等新线，以及北京丰台站、杭州西站等新站资源，铁路最大

客座能力较 2019 年春运增长 11%，运力充足。

——公益慢车不停歇，票价不涨，年货实惠。

大兴安岭银装素裹，齐齐哈尔开往加格达奇的 4045 次公

益慢火车里暖意融融。3 号车厢里贴着对联、福字，临时货架

摆满冻梨、冻柿子、大米、蔬菜等商品，年味儿扑面而来。“这

鸡蛋价格和大集上一样便宜，给我称 5 斤。”75 岁的白桦乡村

民张华军连连点头。今年春运，齐齐哈尔客运段把百余种年

货搬上列车，办起“列车大集”，“不受冻就把年货办了，老省

事啦。”

大凉山区晨雾散去，成昆铁路 5633 次公益慢火车上，凉山

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普雄镇曲可地村村民阿尔阿支忙个不停。装

着 80 多只鸡的背篓、麻袋逐一放好，阿尔阿支坐在椅子上算账，

“山里收货，西昌卖，160 多公里，火车票价 12 块 5，风雨无阻，还

不收货运费，一只鸡能赚 10 元。这火车就是乡亲们的致富车！”

车过冕山，头顶大桥上，新成昆线的“绿巨人”动车组飞驰而

过，车厢里一阵兴奋，“动车和慢车握手喽，新年也要搭新车，日

子越过越红火。”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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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在江苏宿迁泗洪县青阳街道吾悦广场上，小朋友在年市长廊里开展“欢

乐中国年”主题活动，迎接农历新年。 张连华摄（人民视觉）

坚定信心 开局起步

中国空间站迎来建成后首个春节，神舟十五号乘组 3 名航天员通过视频向祖国和人民送上新春祝福（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除夕夜，烟花在浙江杭州武林广场上空绽放。

林云龙 徐 彦摄影报道

神 州 大 地 ，处 处 洋 溢 着 热 闹 、团

圆 、喜 庆 的 浓 浓 年 味 儿 。 各 族 人 民 幸

福安康，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连日来，

全 国 各 地 陆 续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各 具 特

色的庆祝活动，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共庆

兔年春节。

除夕夜，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

的中国工艺美术馆内灯光璀璨，5 米高的

灯彩《兔吉祥》旁，人们纷纷合影留念。“张

灯结彩过兔年”新春灯彩会汇聚北京、山

西、浙江等多地非遗传承人作品，丰富、绚

烂的灯彩之美，让人流连忘返。

春节期间，北京多家博物馆推出延

时开放举措，纷纷上演“博物馆之夜”。

沉浸式数字展、庙会、汉服夜场秀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为观众准备了一份“文化大

餐”。首都博物馆每日举办一系列精彩

纷呈的夜场活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

推出“只此东方色”沉浸式数字展及展览

衍生庙会大集。

河北各地举行“兔年”主题活动，欢度

佳节。在石家庄市新华区，非遗传承人和

群众欢聚一堂，兔年剪纸栩栩如生，兔年

烙画、浮雕等活灵活现。在邯郸市永年

区，冰雕游乐馆内的各种萌兔造型冰雕，

引来各地游客参观。在张家口市桥西区，

非遗项目“杨氏面塑”举行“扬眉‘兔’气”

兔年主题面塑展，兔儿爷、彼得兔、兔八哥

等作品色彩艳丽、憨态可掬。

河北正定县推出冰雪、民俗、夜游等

一系列文化文艺活动。旺泉古街商业街

上，常山战鼓、踩高跷等传统民俗表演，

引来连连喝彩。南关古镇商业街上，皮

影戏、剪纸、葫芦烙画等技艺展示令人目

不暇接。园博园里，大型实景演出、炫彩

花灯会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 长 白 山 里 年 味 十 足 ！”吉 林 长 白

山 鲁 能 度 假 区 张 灯 结 彩 ，来 自 天 南 海

北的游客共同体验别样年味。在皑皑

白 雪 映 衬 下 ，除 夕 晚 上 的 烟 花 秀 分 外

浪 漫 。 景 区 还 将 举 办 民 俗 讲 解 、剪 纸

等系列活动。

除夕夜，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安图县，游客们一起制作打糕，欣赏烟花

秀，共度佳节。在白山市，沿着长白山大

街，以“相约一山两江、筑梦冰天雪地”为

主题，一座座晶莹剔透、五光十色又各具

特色的冰雕引人注目，冰雪集市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

行花街、买年橘、挑对联。1 月 21 日

大年三十，广东广州全市 11 区迎春花市

迎来人流高峰，万紫千红、百花迎春，广

州的年味也更浓了。

从农历腊月二十八至除夕夜，广州

人喜欢到花市“行花街”，以求来年行好

运。1月 21日下午，在广州传统的越秀西

湖花市，熙熙攘攘的人流，路两边的鲜花

档年橘、桃花、水仙、百合、蝴蝶兰……

琳琅满目。广州荔湾的水上花市与传统

花市两大花市亦重新开市，其中水上花

市位于荔湾湖公园，采用“线上线下联

动”“花舫巡游+水上直播”的方式，再现历史悠

久的水上鲜花交易场景。

海南海口推出百余场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春节主题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展览展示、

综合体验活动、光影秀等，各大旅游景区还举办

不同主题的新春活动迎接农历新年。大年三十，

海口世纪大桥大红灯笼高高挂，海口滨海大道楼

宇上演新春灯光秀，兔年图案等主题灯光秀点亮

海口夜空。

海南三亚围绕“年味满三亚，金兔到万

家”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活动，涵盖文化、旅

游、体育、演艺、促销、惠民等多个方面。儋

州、文昌、东方、定安、昌江、保亭等市县则结

合各自特色，推出了新春祈福庙会、潮流年

货集市、书法家春联作品展览等年味民俗活

动，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

除夕之夜的云南西双版纳告庄景区，

灯 光 璀 璨 ，游 人 如 织 。 精 彩 花 车 巡 游 ，成

为 亮 丽 的 风 景 线 。 来 自 天 南 地 北 的 游 客

穿上民族服饰，与傣族群众一起跳起民族

舞蹈，品美食、逛夜市，体验傣族文化。“我

们 有 警 力 和 治 安 志 愿 者 24 小 时 值 守 ，主

要 就 是 服 务 好 游 客 出 行 、住 宿 ，维 护 景 区

秩 序 。”在 现 场 执 勤 的 景 洪 市 公 安 局 民 警

余立武介绍。

（本报记者施芳、张志锋、史自强、孟海

鹰、李刚、孙海天、沈靖然）

“这里不仅绿化好，各种雕塑还能满足孩

子探索大自然的好奇心。”提起家门口的“口袋

公园”，江苏省苏州市市民王女士赞不绝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

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

新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领域财

政投入持续增长，推动基本民生保障水平不

断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民生治

理效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增投入，基本民生
保障坚实有力

北京市通州区北小园小区建成于 2000
年，配套设施老旧。在被列为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后，小区的住宅楼加装了电梯，小广场

添置了无障碍设施。“邻居们都喜欢下楼晒

太阳聊天，精气神都不一样喽！”居民张恩慈

笑逐颜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社保、教育、医

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重要民生领域的财政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本民生保障水平稳步

提高。

十 年 来 ，中 央 财 政 持 续 补 助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2022 年 补 助 金 额 达

6500 亿元左右；中央层面已划转国有资本

1.68 万亿元充实社保基金，居民养老保障更

为坚实。

十年来，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

长了 1.5 倍和 4.0 倍，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惠及 2700 多万人，

各级财政累计支出基本生活救助资金 2.04
万亿元，有力地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012 年至 2021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累计支出 33.5 万亿元，年均增长 9.4%；学

生 资 助 资 金 累 计 超 过 2 万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8.24%。财政投入持续稳增，支撑起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国民教育体系和覆盖最广的学

生资助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

2013 年至 2020 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

贫资金从 379 亿元增加到 1461 亿元，推动我

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贫困地区全

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对困难群众开展医疗救助补助，通过社

保补贴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不断扩大工伤、失业保险保障

范围……一笔笔真金白银投向民生关切处，

保障网越织越密实，“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的民生画卷更加温暖动人。

优供给，公共服务
扩量提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

愁盼，致力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我国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

十年来，我国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等政策推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供

给格局，目前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36 万个，床位数是 2012 年的近 2 倍。

2011 年至 2021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1730 亿元，带动地方

加大投入力度，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到 87.78%。

十年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将

原有的 6000 多个文化馆、图书馆，发展出 9.5
万个分馆和服务点。 2016 年至 2020 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累计 1.83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5%。

十年来，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加速改善。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农村快递服务乡镇网点

覆盖率达 98%，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比例均

超 99%；已建成县域医疗共同体近 4000 个，

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4%，“大病不出县”目标

基本实现。

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

式促进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参与、通力合

作，丰富托育、养老等领域普惠性非基本公

共服务的供给。2014 年以来，以 PPP 模式建

设的消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已达 1492
个、投资额 1.2 万亿元。2021 年全国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支出 3479 亿元，自 2015 年以来

年均增长 13.6%，有效促进了公共服务质量

和效率提升。

幼儿园、养老院里欢歌笑语，文化馆、体

育馆中人流不息……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扩

量提质，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不断增

强，更好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下转第四版）

推动基本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民生领域财政投入持续增长
本报记者 曲哲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