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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其业民乐其业 干劲更足干劲更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三季度末，城镇调查
失业率回落至疫情前水平；10月末，全国新增
就业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截至 11 月，中
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2021年，中国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稳就业“成绩单”。

看就业总况，2021年，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保持在5.0%左右，作为就业主体人群的
25-59 岁人口失业率年内各月基本保持在
5.0%及以下。看重点群体，就业形势企稳向
好。加强对困难群体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

“家门口”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脱贫人
口务工规模保持稳定。截至三季度末，全国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规模达 1.8 亿人，已基
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稳岗位扩就业政策落实落地，为市场
主体就业创业减轻负担。仅今年前三季
度，人社部门就向161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151亿元。与此同时，各类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返乡创业园等载体如雨后春
笋，成为居民创业就业的摇篮。2021 年，
国家职业资格比 2017 年削减 49％，进一步
优化了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和创造力。

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为破解结构
性就业矛盾精准施策。提升高校毕业生就
业能力，增设特级技师技术职务，发放职
业技能电子培训券，技能人才评价、激励
制度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基础能力建
设持续推进……人社部门聚焦就业者技能提
升打出“组合拳”，孕育更多“大国工匠”。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灵活就业劳动者劳
动权益保障更加扎实。今年以来，外卖配送
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不断收到好消息：着力提高快
递员收入、降低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优化
平台企业收入分配机制、全面保障货车司机
权益……多部门密集出台文件，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撑腰”“鼓劲”。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了，心气足
了，中国人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干劲，就会
一年更比一年高。

人悦其行人悦其行 物畅其流物畅其流

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这一年
里，在越来越多的省份，这一蓝图正在变为
现实。许多人发现，自己出行的“生活圈”
拓展了，与远方的人们距离拉近了，“人悦
其行，物畅其流”成为生活的日常。

“通车后，从芜湖到黄山的时间缩短到2
小时。在黄山看完日出，中午就在芜湖吃午
餐了。”家住安徽芜湖的汪兵说起家门口新
建成的芜黄高速难掩兴奋。这条全长116公
里的高速公路日前已建成通车，结束了安徽
泾县、旌德两县不通高速的历史，使安徽省
迈入“县县通高速”时代。

就在芜黄高速通车前不到一星期，广东
省刚刚实现了“市市通高铁”。全长434公里、
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赣州-深圳高铁建成通
车，一头连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头连着革命老
区，将两地通行时间缩短至不到2小时，更为

“苏区+湾区”联动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这一年，基建领域好消息不止来自公

路、铁路等交通设施。6月以来，世界最高
海中大桥——伶仃洋大桥两座主塔相继完成
封顶，大桥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7 月底，
修建14年、经历3级以上地震近百次的大理
至瑞丽铁路大坡岭隧道全线贯通；11月，国
内首座跨海高铁桥——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
大桥全桥贯通……勤劳而富有智慧的大国工
匠，将无数天堑变作通途，也为中国建造连
攀高峰写下精彩注脚。

这一年，交通运输部印发的《交通运输
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2021—
2025年）》 也正逐步落实：建设智慧公路、
智慧枢纽、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完成公路危
旧桥梁改造工程；推广应用 95128约车服务
电话便利老年人出行，到年底覆盖100个城
市；推动“公路厕所革命”和“绿色出行续
航工程”，让路途难觅厕所和充电桩不再成
为烦恼……展望 2022 年，中国人的出行之
路将更加平坦、快捷。

老有所养老有所养 待遇提高待遇提高

退休金又涨了！2021年，退休人员养老
金继续上调，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0 年退休
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5%，这是国家自
2005 年以来连续第 17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按照部署，年内多个省份上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职工基
本养老金也实现连续上调，两项养老金上调
合计惠及近2亿人。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保障更充分了！2021
年，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保持在 10 亿人以
上，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同时，多层次、多
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不断发展，2 亿多灵活就
业人员参保规模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职
业年金“第二支柱”和商业养老保险“第
三支柱”日益成为老年人幸福晚年的可靠
支持。

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今年以来，全国各个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
适老化改造继续推进；多地逐步制定基本养
老服务清单，对健康、失能、经济困难等不
同老年人群体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
料、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城乡
各类家庭养老床位、老年餐桌、日间照
料、短期托养、互助服务等养老服务形式
方兴未艾；养老机构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更
加提质增效。

老龄产业蓬勃发展也为老年人的幸福生
活助力。2021年，工信部开展互联网应用的
适老化改造，对 173 家网站和 APP 完成改
造，解决老年人看不懂、学不会、用不好的
问题；开展智慧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累计创
建示范企业 167 家、示范街道 （乡、镇）
297个、示范基地69个。与此同时，一批创
新力强、品质优良、标准规范的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为老服务优质品牌”涌现，为“银
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领航。

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已成寻常事。世
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均
预期寿命已超 77 岁。这一年，中国明确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老年
人的幸福晚年将更有保障。

住有所居住有所居 保障更好保障更好

2021年，房地产市场调控紧紧扭住“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部分
城市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势头得到抑制，房
地产市场总体稳定。

看住房销售市场。1-11 月，全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8%，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 6%，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总体保持稳定，商品房市场
与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更加匹配。

看住房租赁市场。2021年中国长租房市
场发展提速，年初率先回暖领先住房租赁整
体市场。各地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为
实现居民“住有所居”夯实基础。

看保障性住房。2021年，住房保障体系
的顶层设计首次从国家层面得到明确。让城
镇住房和收入双困家庭住上公租房、大中
城市新市民和青年人有保障性租赁住房、
因地制宜建设共有产权房帮助居民改善居
住条件……中国已拥有全世界最大、以公租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
的住房保障体系。

坚持小户型、低租金，聚焦新市民和青
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2021年，各地特别
是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仅前三季度，全国 40 个重点城市
就开工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72 万套，完成
投资775亿元，全年计划新筹集保障性租赁
住房近百万套。同时，不少大城市逐步推
广共有产权住房，加速建设公租房 （廉租
房），创新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越
来越多的刚需群体、住房困难群体圆了大
城市安居梦。

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2021年，全国
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5.3 万个，惠及 900 多
万户居民。一系列改造工程完善了老旧小区
的水电路气信等配套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增
加了养老、托育、便利店等公共服务设施，
消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为许多老旧小区居
民解决了一揽子“急难愁盼”问题。

2021年，就业、养老、住房、出行等领域民生改善稳步前行——

这一年，民生改善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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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2021年是不平凡的，面对疫情、汛情等因素冲击，中国经济顶住压力
逆势上扬，中国人的生活持续改善。

从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柴米油盐，到旅行探亲乘坐的高铁动车；从老年人领取的退
休金，到家中孩子们的入园入学……过去一年里，就业、养老、住房等各个领域好消
息一个接一个，民生改善看得见、摸得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我们
一起回首过去这一年，看看中国人的日子，是如何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12 月 26 日，江苏省扬
州市邗江区竹西街道辖区内
的一家养老院内，志愿者和
老人们一起挂福字。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12 月 17 日，浙江省湖州市德
清县康乾街道千丰社区志愿者为快
递和外卖小哥们提供热水服务。

王树成摄 （人民视觉）

▶12月 22日，一名儿童在广东深圳大
鹏新区公共住房项目安居东湾半岛花园内
玩耍。 李坚强摄 （人民视觉）

▼12 月 25 日，安徽省合
肥市四牌楼合家福超市，市
民在购买“惠民菜”。

方 好摄 （人民视觉）

◀12 月 24 日，沈阳至佳木斯高
铁长白山至敦化段正式开通运营。
图为试运行期间，高铁列车穿行在
沈佳高铁白敦段沿途的长白山风景
区林海中。

刘慎库摄 （新华社发）

价格稳定价格稳定 物阜民丰物阜民丰

今 年 以 来 ， 在 全 球 通 胀 蔓 延 的 背 景
下，中国物价水平顶住了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上涨向下游传导的压力，保持基本稳
定。1-11 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低于 3%左右的全年预期目
标，也远低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同期上涨
幅度。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十八连丰”，
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2021年，中国粮
食产量再创新高，秋粮产量 10178亿斤，比
上年增产 191亿斤、增长 1.9%；全年粮食总
产量达 13657亿斤，增长 2%，连续 7年保持
在 1.3 万亿斤以上。粮食丰收为保障市场供
应和稳定物价奠定良好基础，猪肉、蔬菜等
价格在夏季汛情冲击下也均保持总体稳定。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中国的工业消费品产能充足，使非食品
价格有基础、有条件保持稳定。同时，1-11
月份教育、卫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9.5%和
26.6%，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全年看，市场
上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等商品
和服务供给充足、保障有力。

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为老百姓的柴米

油盐酱醋茶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重视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工作，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监测和
预警，指导各地稳定生产、充实商品储备、
加强产销衔接、做好应急预案；根据市场形
势变化及时采取储备投放、平价销售、畅通
调运配送；保障元旦、春节、国庆等节日期
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库里有货，货架有
货，老百姓的购物车更不缺货。

对物价平稳，居民信心十足。人民银行
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三季度，城镇居民对
下季度物价预期指数为 58.7%，近六成居民
对物价预期“基本不变”。展望即将到来的
2022年元旦、春节，中国人的菜篮子和购物
车，必将仍是稳稳的！

幼有所育幼有所育 服务完善服务完善

2021年，全面三孩政策落地。政策实施
后，10条配套措施接踵而至，为提高优生优
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形成政策合力。

在生育方面，今年以来，生育休假制度
不断完善。上海产假延长至 158天、浙江二
三胎产假达 188 天……多个省份延长产假、
推出育儿假，为降低父母生育成本出实招。

国家医保局还明确，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
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按规定
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
遇，切实增加参保居民获得感。

在养育方面，托育服务供给水平继续提
升。今年以来，100 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
点有条不紊展开；同时，扩大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
设施建设……随着“十四五”普惠托育服务
扩容和托育建设专项工程的实施，150 个城
市将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 50 万个以上；到

“十四五”末，每千人托位数将从目前的1.8
个提高到4.5个。

在教育方面，学前教育阶段，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继续提升，预计2025年全国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 90%以上；公办园发展迅
速，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机制持续完
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更有效，落实政府投
入为主、家庭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
经费的保障机制，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入园的资助力度……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不断提高。义务教育阶段，2021年秋季学期
起，孩子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更加衔
接，多地推动义务教育学校实现了课后服务
学校全覆盖。

回望2021年，许多为人父母者真真切切
感受到：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降低了。

“幼有所育”的美好社会，将让孩子更开
心、父母更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