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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被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之一。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让人民过上
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增进民生福祉是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使命所在。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激励着我们朝着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
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
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
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民之所盼，就是施政所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在民生领域着力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民
众的获得感显著提升。随着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
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
降到4%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
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 1300万
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
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
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国家安全全面加强……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民生就是老百姓
最实在的日常生活。“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就业、
求学、购房、医疗，这些民众牵肠挂肚的问题，都是
关乎民心的大事。改善民生是我们党永恒不变的价值
追求，我们党不懈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
迈进，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一步步改革
的推进，让百姓心中有了沉甸甸的获得感，是最温暖
的民生成就。

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潘
克刚看来，正是美丽乡村建设助力精准脱贫，让花茂村
这个贫穷了多少年的“荒茅田”成了游客眼中的乐土。

“十八大以来，通过扶贫项目资金的支持，花茂村把村庄
作为景区来打造、把民房作为旅馆来经营、把乡愁作为
文化来传承，实现了基础设施和庭院整治全覆盖。”潘克
刚介绍说，2016年花茂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119
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构成改善民生的最大成果之一。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
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在
众多如花茂村居民一样的民众看来，这样的目标正越来
越近。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作为拥有 13亿多
人口的大国，中国之所以能创造民生建设的中国奇迹，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始终立足发展，把持续推进经济发
展与持续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实践中，我们党始终把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民生改
善有机联系起来，以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改善民生的前
提，强调离开经济发展谈改善民生，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同时，把抓民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
保障，强调抓民生建设，既能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调动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能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拉动内需，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
级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水平
决定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客观实力与能力。在任何时
候，保障和改善民生都不能离开现实经济发展水平，既
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只有这样，改善民生才是
有保障的、可持续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
不能脱离这个最大实际提出过高目标，只能根据经济发
展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等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解决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
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

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
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重大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既要坚持发展，做大蛋糕，也要解决好发
展的均衡性，分好蛋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就是强调通过建立健全各项
制度，完善社会政策，努力分好蛋糕。”中国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蔡昉指出，当前，民生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短
板，到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任务艰巨，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就业、教
育、医疗、居住、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仍然存在着
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党的十九大精神
引领下着力加以解决。

推动发展 多措并举

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围绕推动高
质量发展，做好8项重点工作，其中的一项便是提高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
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
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
早期教育服务问题。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
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解决好“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
域。着力解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
问题。做好民生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找准突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
操作。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
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健全学生资助制
度，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
民素质。

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就业是最大的民
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
量和更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
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坚持在经济增长
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
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
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
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
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
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
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
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任务。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
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
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
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
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完
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搞建设、促发展、抓改革，最终目的都是让人民

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党要始终把人
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
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作为衡量发展成
效的根本标准，让发展更好地回应人民的期待、更公
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叶晓楠 叶 聪 郭超凯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之一，为新时代中国民生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
动力和理论支撑，预示了中国人民将迎来更加美好生活
的新前景。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破解主要矛盾和
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不平衡是发展的“水平”问题，不充分是
发展的“品质”问题，两者都是在发展的差异性背景下
产生的。经济发展重在效率，社会发展重在公平，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充分体现了效率和公平的结
合，体现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化解不平衡不充分

进而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衡量各阶段发展

战略目标的最终依据。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三
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
达到小康水平。在 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我们
党又提出未来三十年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即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
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
裕，是我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及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的现实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认真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
施，民生支出比重持续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教育

事业全面发展，精准扶贫脱贫成效显著，社会保障网越
织越密，社会治理体系日趋完善，群众生活质量明显改
善。在新时代的发展中，破解民生热点难点痛点，完善
保障和提高民生水平，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
上的地位，从发展全局的高度看待民生，把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起始与归属，使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新时代，发展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国梦的重要基
础。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为民生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钟会兵

解码中国基本方略 ⑧

◀11 月 30 日，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
县 128 户贫困户搬
出穷山窝，领到新
房钥匙。
庞革平 龚普康摄

▼近期，新疆乌鲁木齐市政府投放储
备菜，5毛钱一斤大白菜回到市民餐桌。

张秀科摄 （人民视觉）

▲重庆万盛经开区投入巨资改造
山区乡村公路，把公路修到千家万户
的家门口。

曹永龙摄 （人民视觉）

▼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西
柏坡希望小学的学生在宽敞明
亮的教室内学习。

张 震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