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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回顾2022年，面对疫情多发散发和经济下行压力，

我国民生保障网不断织密织牢。2023 年，更多务实举
措将为人民幸福持续加力。

新年伊始，记者走访基层一线发现，各地在更多方
面、更多领域发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用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解决痛点 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

新规实施！全国铁路按年龄实行儿童优惠票，为
春运增添了暖意。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
的儿童可购买儿童优惠票。

“不再以身高作为儿童购买优惠票的标准，真是太
人性化了。”1月7日，北京市民刘先生带着10岁的儿子
由北京乘坐高铁去往山西，用孩子身份证购买的车票
自动变成了优惠票价。以往购票时，身高超过1.5米的
儿子只能购买全价车票。

根据测算，国铁集团客规实施后，每年享受儿童优
惠票的旅客较此前预计增加1500万人次。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
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二十
大报告对民生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临近中午，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屏山社区长者
食堂里，菜香扑鼻。

“以前煮一顿吃三顿，现在只要 10 块钱就能吃
饱，每天菜色不重样。”86 岁的陈文泰老人脸上洋溢
着笑容。

“一餐热饭”难求，是不少老人居家养老的痛点。
福州市探索以“党政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建
模式推进建设长者食堂，有效回应了辖区130余万老年
人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

1月 1日起，福建省首部专门的养老服务地方性法
规施行；同日施行的《陕西省养老服务条例》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加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
老服务，各地在积极行动。

随着疫情防控转段，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各项举
措牵动人心。

“敲门行动”送“健康爱心包”、发热门诊应开尽开、
核酸采样舱转为“发热诊疗站”、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
……针对疫情新形势新问题和群众诉求，各地采取一
系列便捷惠民的新举措，努力解决好群众的实际困难，
更好回应群众合理诉求。

“阿姨，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不要着急，有需要
随时联系我们”……1月4日，由村干部、志愿者、村医组

成的专班，敲开了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黄潭洲
村79岁村民童永兰的家门，为其送上药物、酒精和生活
用品等物资。

“针对疫情防控新形势，我们将继续做好关爱重点
人群‘敲门行动’，建立常态化关爱服务机制，用心用情
用力地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打通民生痛
点的‘最后一公里’。”黄潭洲村党支部书记张朝国说。

瞄准重点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祥和村，一处名为“共富工
坊”的车间里，几十名工人有的串珠、有的缝纫，忙得热
火朝天。

这些工人均来自当地低收入家庭。不少人文化层
次低、身体残疾或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顾，能够“就近工
作、稳定增收”，曾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三门县探索搭建“助共体”数字平台，根据低收入
群众家庭情况、身体状况、自身诉求等，精准对接就业
机会，建起了 150 处“共富工坊”，累计带动 400 多名低
收入群众每月人均增收3500元。

“县里将优化升级‘助共体’数字平台，全力扩大帮
扶群体的覆盖面，促进更多群众收入增长，过上更好的
日子。”三门县联合帮扶工作中心主任韩雄表示。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一系列政策
和举措正在扎实贯彻落实。

提起母亲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经历，长春市民杜
鹃连连称赞。

她告诉记者，母亲像往年一样到三亚过冬，因脑血
管疾病住院治疗，幸亏出发之前为她在异地就医平台
进行了备案并通过审批，在三亚期间的住院费用“一单
清”直接结算，总花费18000多元，报销后自费部分仅为
3000多元。

“不仅如此，现在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尿毒症透析等门诊慢特病也可以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还可以在定点药店直接刷卡结算。”杜鹃说，便民
的医保政策为像妈妈一样的“候鸟老人”解决了看病吃
药的大问题，做儿女的也更放心、更安心了。

聚焦“急难愁盼”，以人民至上理念筑牢百姓幸
福梦。

四川成都武侯区玉林北路社区的和苑小区，道路
干净整洁、花园小巧精致，智慧康养中心、理发店水果
店等一应俱全，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建成 30多年的老
旧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重要工
作。”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成都将全
力推进老旧院落（小区）改造，全面提升老旧院落适老、
适幼、无障碍等功能服务配套，实施老旧院落改造 616

个，打造20个市级示范项目。
一项项举措、一桩桩实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改革发展 新起点上开启幸福新征程

去年 11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等 36个先行城
市或地区启动实施，在基本养老保险之上再增加一份
积累。

北京的“95 后”青年欧阳文华刚刚“尝鲜”，按年上
限缴纳了12000元并投资了一只公募基金。短期内，这
笔资金能够享受税收优惠；长期来看，又相当于给自己
存了一笔养老钱。

“制度、政策上的创新给了年轻人更多选择，让未
来的生活更有品质、更有保障。”欧阳文华说。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
适的居住环境、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一系列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呼应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操场上有塑胶跑道，楼里还有专门的音乐教室、
计算机教室，比以前的学校好多了！”说到自己的新校
舍，湖南省江永县潇浦镇芙蓉学校五年级学生周子琪
非常激动。

2017 年开始，湖南省重点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建设
了 101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并统一命名为“芙蓉学
校”。潇浦镇的这所芙蓉学校 2021年完工，标志着 101
所芙蓉学校全部建成。

芙蓉学校全部投入使用后，已为湖南边远地区提
供了 14.6 万个学位，12.18 万名农村孩子因此而受惠。

“乡村学校不仅要建好，更要办好。”潇浦镇芙蓉学校校
长李美丽表示，新的一年，学校将通过名校选调、骨干
教师交流、人才引进、公开选拔招聘、公费师范生定向
等方式配齐配强师资，让孩子们获得更优质的教育。

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在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筑牢美好生活的现实根基。

岁末年初，江苏省江阴市长江村码头上，投资达
4500多万元的海砂淘洗烘干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

“预计2023年上半年将全部投入使用，有望给村里
带来 2.5 亿元产值和 3000 万元左右的利润。”长江村党
委副书记范兴龙表示，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
做大做好，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让
共同富裕的成色越来越足，才能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
指数。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新的一年，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共同奋斗创造美
好生活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2023开年增进民生福祉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王优玲）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10 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
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我
国将基本形成全系统业务协同、全方位数据赋能、全
业务线上服务、全链条智能监管的住房公积金数字化
发展新模式。

指导意见要求，构建数字化服务新模式，推进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编制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和实
施清单，实现同一服务事项在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办理。

指导意见强调，打牢数字化发展的数据和平台基
础。建立健全让数据用起来的机制，依法加强数据汇
聚、共享和利用，推动实现各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协同联动，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通”的数据共享“立
交桥、高速路”，支撑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
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副司长王
旭东说，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达 1.64亿，到
2025年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基本确立后，除

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面签等规定必须当面办理的服务
事项外，其他业务基本能够实现网上办、掌上办。

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进行住房公积金服务创新
实践。202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重庆、成都、广
州、深圳、苏州、常州等6个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
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广州、厦门等城市公积金缴
存人承租部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长租房，可委托公积
金中心，从个人公积金账户中按月扣划资金直接支付
租金，并可享受押金减免等优惠政策。

“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住
房公积金普惠性公共服务效能，有利于打破住房公积
金跨区域流动壁垒，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更
多更公平惠及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和缴存单位。”王旭
东说。

指导意见还明确，强化全链条监管，不断完善全
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电子稽查工具等数字化
监管手段，推动形成部省市三级联动的数字化监管机
制，逐步从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转
变，守好缴存人钱袋子。

2025年我国将基本确立
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 新华社电 拥有教师资格证、护士执业证书、新媒

体编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你，可以获得国家开放大
学学分银行认证了。记者从国家开放大学获悉，八大
类职业技能证书、一类无定式成果日前通过国家开放
大学学分银行平台实现认证与转换，在职成人学生可
减少重复学习，更快捷地获得学历。

据介绍，这八大类证书共涉及五个行业大类、七个
专业的课程。通过认证的成果，按照具体院校相关管
理规定，能够直接形成开放教育等学历教育课程的转
换规则，为学生实现学分兑换。

2012年，国家开放大学成立专门机构学分银行（学
习成果认证中心）。学分银行不断丰富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等级证书以及无定式等学习成果进入学习成果名
录，满足学习者将职业资格证书、行业证书、培训证书、
工作经验等与学历教育学分相互转换的需求。截至目
前，前四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证书）通过学分银行
认定，共有 982 个学习成果发布在学分银行的学习成
果名录，为有关院校和培训评价组织进行学习成果转
换提供了依据。同时，学分银行已指导试点院校发布
学习成果转换管理办法463个、转换规则4278条，累计
实现9000余门课程的学分转换。 （记者：徐壮）

八大类证书获学分银行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