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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集体采访
山东代表团新闻发言人介绍代表团学习讨论二十大报告情况并回答提问

北京10月19日电 10月19日下
午，二十大新闻中心在梅地亚新闻
中心举行第三场集体采访。山东、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出席，介绍代表
团学习讨论二十大报告情况，并回
答记者提问。

山东代表团新闻发言人，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代表表示，
山东团共有代表74名，是省市区代
表人数最多的。连日来，山东代表
认真学习、热烈讨论二十大报告，讲
发展、话成就、展前景。过去十年，
山东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是全国新
时代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真实
具体的缩影。展望新征程，各位代
表充满坚定信念、必胜信心，将和全
省人民一起不懈奋斗，把山东建设
得更好，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在回答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三个走在前”重要指示要求，

实现创新发展时，白玉刚说，山东将
着眼国家所需、山东所能，“扬优势、
双发力、强融入”，发挥九个方面比
较优势，需求侧实施“十大扩需求”
行动、供给侧发展“十强产业”，主动
融入国家战略、推动更高品质开放
合作，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走在前；着力抓住四件大事，贯彻国
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
转换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以“十大创新”引领全方位创
新，以政策创新、制度机制创新营造
一流人才环境、营商环境，集聚科研
力量自主创新，在增强经济社会发
展创新力上走在前；坚持问题导向、
系统观念，着眼大保护、大治理，一
张蓝图绘到底，高质量建设黄河流
域绿色生态大廊道、长久安澜示范
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富
裕”，让群众有满满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山东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还介绍

了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方面的创新
发展成果。白玉刚说，作为黄河入海
口，山东的使命就是要保黄河安澜，
保黄河水量，保黄河水干净，保沿黄
人民日子好、地方发展好，保黄河文
化传承发扬好。我们坚持河海联动、
干支互济、两岸协同，用系统观念进
行流域系统治理，用新发展理念推进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突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通过乡村“五大振兴”让每一个乡村
变得更美更好。落实文化“两创”，加
强山东文脉工程建设，倡导美德健康
新生活，实施“山东手造”“山东智造”
工程，建设沿黄文化沉浸式体验廊
道，让“沿着黄河遇见海”成为“好客
山东 好品山东”亮丽名片。

大众报业记者 刘兵 赵洪杰
李子路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在

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
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
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
告部署的民生新举措、描绘的
民生新图景，引发与会代表热
烈讨论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切
期盼。

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报告提出，坚持多劳多得，
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
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
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
法收入。

“报告回应了百姓期待，说
出了群众心声。完善收入分配
制度，在城乡居民普遍增收的
基础上，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
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将让更多
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觉得有盼
头、有奔头。”圆通速递湖南省
长沙市高桥分公司营运部经理
马石光代表说。

我国政策惠民力度不断加
大，千方百计促进居民增收，已
经形成了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
群体。按照“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部署，我
国将拓展居民收入增长渠道，
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
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
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
持体系

就业乃民生之本。报告部
署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出完
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

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统
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消除影
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
业歧视。

“这些举措瞄准了社会焦
点、难点，抓住了稳就业的关
键。”在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公
共就业服务实训指导中心主任
于砚华代表看来，就业不但关
乎个人和家庭生活，也事关社
会和谐稳定。我国每年新增
1000多万就业人口，要不断扩
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努
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
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大幅
增长。报告提出，支持和规范
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这将为相关就业人员提供
更好的政策支持和保障。据了
解，当前北京、海南等七省份及
七家互联网平台企业，正在开
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

社保：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

报告提出，健全覆盖全民、
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
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

“报告对社保体系建设提
出安全规范的新要求，体现了
底线意识、长远眼光。社保制
度安全可靠、规范运行，才能为
人民群众提供稳定预期和充分
保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
成说。

报告提出，实施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健全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
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
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

郑功成表示，我国已建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
系，要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
体系，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织
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医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
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报告提出，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
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

“这意味着，未来更多患者
能在家附近享受优质医疗资
源，不必动不动就往大城市、大
医院跑。”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
三部ICU护士长徐芙蓉代表
说，当务之急，要提升基层医疗
设施水平，大力加强人才队伍
培养，增进百姓对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机构的信任。

徐芙蓉说，2022年国家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任务，就包括加快构建有序的
就医和诊疗新格局，发挥国家
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的引领辐射作用，发挥省级高
水平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

“一老一小”：推动实现全体
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报告提出，推动实现全体
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建
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

长期奔走在养老服务一线
的江西省南丰县琴城镇琴台路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黄小娟代表说，空巢、孤寡老人
是服务的重中之重。二十大报
告精神的落地，将加快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让更多老
年人拥有幸福晚年。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敬静代表说，报告
从优化人口发展战略高度，作
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顶
层设计，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
作指明方向。要积极构建生育
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和生育友好
的政策支持体系，打好政策“组
合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

教育：强化学前教育普惠发
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
化发展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
发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
化发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
资助体系……报告作出系列
部署。

不少代表认为，报告针对
不同教育阶段、不同群体的现
实关切，作出及时回应。应持
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
给。此外，推进高中阶段学校
多样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学生
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校长褚新红代表说，群众对基
础教育的诉求也有所变化，从

“有学上”到“上好学”，应通过
完善学校治理、健全教师研训
体系等，全面落实报告对基础
教育的目标要求。

住房：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制度

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住
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建
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
造安置住房5900多万套，低
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
实现应保尽保，人民群众居住
条件显著改善。

“国家大力加强保障性住
房建设，让亿万百姓喜圆安居
梦。”宁夏银川市公交公司102
路公交车驾驶员杨彦锋代表
说，“我有一位50多岁的同事，
前几天刚刚成功申请了80多平
方米的保障性住房，一家老小
特别开心。希望相关制度能更
好为百姓安居托底，让更多人
住有所居。”

环境：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基
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全面实
行排污许可制，深入推进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对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作出一
系列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
表水Ⅰ至Ⅲ类断面比例上升至
84.9%；与2015年相比，2021年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
均浓度下降34.8%，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87.5%……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中国石化长岭炼化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妙云代表说，
未来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
污，聚焦百姓身边痛感强烈的
污染问题开展专项和系统性治
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据新华社电

从二十大报告看人民生活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