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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党中央最新部署党中央最新部署

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
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
全方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效。
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尽管5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略有下降，但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涨幅扩大，部分行业
供需关系有所改善，一些领域价格呈向好态势。

5 月 份 ，CPI 环 比 下 降 0.2% ，同 比 下 降
0.1%。“受季节性因素和油价下行影响，5月份
CPI呈现‘食品、能源弱，核心稳’的态势，部分行
业价格呈现积极变化，国内经济韧性凸显。”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温彬分析，由于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以
及原油市场面临过剩预期，国际油价震荡回落，
推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加之煤炭、天然气价
格下行，能源价格环比下降1.7%，影响CPI环比
下降约0.13个百分点，占CPI总降幅近七成。

能源价格下跌，也是5月份CPI同比略有下
降的主要因素之一。5月份，能源价格同比下降
6.1%，降幅比上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影响CPI
同比下降约0.47个百分点。

从食品价格看，5 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0.2%，影响CPI 环比下降约0.04个百分点。其
中，应季蔬菜上市量增加，鲜菜价格下降5.9%；
鸡蛋、猪肉和禽肉类价格稳中略降，降幅在0.3%
至 1%之间；受部分地区暴雨天气、伏季休渔期
等因素影响，鲜果、淡水鱼和海水鱼供应有所减
少，价格分别上涨3.3%、3.1%和1.5%。

观察价格变化，不仅要看CPI总的变化，还
要看核心CPI的变化。5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
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
大0.1个百分点。

“假日因素和需求回暖是主要支撑。”温彬
说，“五一”假期文旅消费需求加快释放，全国出
游人次和消费额创历史新高，带动出行服务价
格上涨。夏装换季上新，服装价格环比上涨
0.6%，好于季节性水平。

数据显示，5 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服务中，
交通工具租赁费、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均由降转
涨，分别同比上涨3.6%、1.2%和0.9%。

此外，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
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金饰
品、家用纺织品和文娱耐用消费品价格分别同
比上涨40.1%、1.9%和1.8%，涨幅均有扩大。

随着消费需求持续回暖，叠加假日和各地

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等因素影响，5月份，宾馆住
宿和旅游价格分别环比上涨4.6%和0.8%，均高
于季节性水平。

“围绕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等，
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新动
能持续向好发展，多数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保
持乐观，这些支撑了物价总体稳定的态势。”国
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
方说。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方面，尽管
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
下降，国内部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阶段性下行，
叠加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等因素影响，5月份
PPI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3%，但从边际变
化看，一些领域价格呈向好态势。

提振消费相关政策持续显效，部分消费品
需求释放带动相关行业价格回升。5月份，生活
资料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持平，其中，
衣着、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分别环比
上涨0.2%、0.1%和0.1%。

随着产业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的稳步推进，需求扩大带动相关行业价格同比
上涨。5月份，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飞机制
造价格均同比上涨3.6%，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
价格上涨3.0%，微波通信设备价格上涨2.1%，
服务器价格上涨0.8%，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价格上涨0.7%。

“当前各地各部门都在因地制宜加快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
融合，高技术产业投资呈现较快增长，高技术产
品的需求也在逐步扩大，进而带动了相关行业
价格同比上涨。”刘方说。

此外，光伏、锂电等新能源行业供需关系有
所改善，价格同比降幅收窄。5月份，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价格分别同比
下降12.1%和5%，降幅比上月分别收窄0.4个和
0.3个百分点。

展望下阶段物价走势，刘方认为，假日旅游
消费需求旺盛，有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带动
相关服务价格上涨；同时，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
宏观政策落地落实，国内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促
进价格合理回升。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物价总体稳定
供需有所改善

——5月份物价数据透视

每天清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市民吴大爷
都会来到位于晋阳巷的晋康运动健身角跑步锻
炼。这个由城市边角地改造而成的社区公园，已
成为老年人社交锻炼的好去处。

通过盘活边角地、植入智慧适老设施，武侯区
已经打造100多处健身角、微公园，不仅丰富了老
年人的生活，还带动了运动装备、茶饮等周边消
费，为社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各地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乌希买里斯村的以
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忙着填充石块，进
行防洪坝的修建工作。“每个月能挣4500元，已经
干了2个多月。”村民依沙克·玉山说。

实施以工代赈，主要是为了加强低收入群体
就业帮扶，鼓励引导群众通过劳动实现增收。今
年以来，拜城县发挥以工代赈项目优势，突出就业
优先导向，积极吸纳周边低收入村民就业，乡村全
面振兴迈出新步伐。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是民生工作的重
中之重。多地因地制宜，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
扶。如浙江省深化“弱有众扶”综合改革，设计开
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帮扶”应用，构建低收入
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体系；山东省荣成市打造“海
螺姑娘”社会救助服务品牌，累计为超2700名农
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救助服务71万人次。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让全体人民共享发
展成果，要求加快破解民生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均衡合理配置城乡区域公共服务资源。

广东省广州市加快构建以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重点
解决来穗务工人员、新就业无房职工等群体住房
问题；河南省洛阳市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
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清理取消不合规的随迁子女
入学证明材料及时限要求……多地以常住地为载
体，紧扣住房和教育等领域的迫切需求，增强基本
公共服务均衡性。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是
要推出更多普惠性民生政策。

青瓦白墙的教学楼、平整开阔的篮球场、墨香
氤氲的图书室……走进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隘口镇岑龙小学，一个“小而美”的校园映入
眼帘。

“很难想象山坳里的‘村小’能有这么大变

化。”岑龙小学校长杨通庆说，学校2015年开始实
行学生寄宿制办学，那时办学条件简陋，“一到冬
天，学校只能起锅烧水，让孩子们兑着冷水洗漱”。

得益于一系列专项扶持政策，如今岑龙小学
的办学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塑胶操场建成投
用，师生宿舍有了24小时热水供应，一栋集图书
室、音乐室、计算机室等功能的综合楼拔地而起。

教育是民生大事，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
活的期盼，要筑牢公平之基，让每一个孩子对自己
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湖北省武汉市将中小学建设列为市政府民生
实事，纳入各区政府绩效目标和重大项目管理，近
5年全市新改扩建中小学163所；甘肃省2024年
启动实施“强县中”为民办实事项目，支持20所县
中扩优提质；成都市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将乡
村薄弱学校纳入教育集团，通过城乡学校结对帮
扶，切实提升被帮扶学校办学水平……各地着力
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质量，让教育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老一小”，关乎亿万家庭的福祉。各地立
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一老一小”服务新模
式，织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网，构建“朝夕美
好”。

浙江省推进养老服务市场化供给，鼓励引进
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医疗康复机构等，为老人提供

“走进门”服务；山东省济南市开设全省首家家庭
托育点，并将普惠托育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陕西省西安市通过免费提供场地，推进“公建民
营”的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计划到今年底建成
100所公办和110所社区嵌入式普惠机构……

民生政策，贵在可及，要让政策直抵基层，转
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推出寒暑假、法定
节假日夜游博物馆活动，贵州省榕江县通过投入
资金升级场地设施、完善赛事组织和安全保障等
措施有力支持乡村足球赛事，江苏省苏州市将地
铁广济南路站地下闲置空间改造为社区食堂……
多地创新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要聚焦人民群众堵点痛点难点，推动
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着力补
短板、锻长板，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
循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
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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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底色
——各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观察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党中央作出最新部署。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

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9日对外
公布，从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均衡性、扩大基础民生服务普惠性、提升多样
化社会服务可及性等方面作出部署。

为何印发意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大任务。
新时代以来，我国民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

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
强。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深刻变化，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
比，民生工作还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群众在教
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急难
愁盼。

“新征程上，民生建设需要坚持系统观念、
整体推进，以集成之力提升政策效能，以精准之
策回应民之所盼。”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
究院研究员魏国学说。

意见紧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诉求，提出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四大原
则，统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迫在眉睫的民生痛
点问题和长期积累、复杂难解的民生堵点问题，
推动更多资金“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为新时
代新征程民生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公平：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体现人人
平等。

意见将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放在民生政策
首位，推动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全面取消
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
度，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群众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意见从多个渠道寻找“提低”的政策突破
口。比如加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其他社会救
助标准的统筹衔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
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农村低收入人
口开发式帮扶提能增收行动等。

——均衡：缩小城乡区域公共服务差距。
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求加快破解

民生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均衡合理配置城
乡区域公共服务资源。

意见将均衡作为发展公共服务的根本原
则，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全面推进公共服务规划
布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人才调配城乡一体
化，支持面向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提供形式灵活
的基本公共服务，扩大优质数字公共服务资源
覆盖面。

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
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供
给……意见以常住地为载体，紧扣住房和教育
等领域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压实基本公共服务
提供责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

——普惠：民生保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

是要推出更多普惠性民生政策。
意见牢牢把握普惠要求，通过调动政府、市

场和全社会力量，全方位扩大教育、医疗、“一老
一小”等基础民生服务供给，既保障服务质量，

又做到群众可负担，同时实现服务可持续，让优
质资源更加普遍惠及各类群体。

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新
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
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
沉，制定出台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支持
普惠养老服务增量资源向社区倾斜，新建养老
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聚
焦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意见提出一
系列务实举措。

——可及：发展群众身边的社会服务。
意见立足提升社会服务可及性，以社区为

重点，在更多步行可及范围内，大力发展群众家
门口的生活服务，完善群众身边的便民服务设
施，让儿童、青年、老人、残疾人共享更有包容性
的民生服务。

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更高品质、更加
便捷的新期待，意见提出积极推动将利用率高
的中小型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中心向社会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支持有条件的博物馆、图书馆、
美术馆等文化场馆夜间开放，引导支持在保障
性住房中加大兼顾职住平衡的宿舍型、小户型
青年公寓供给等诸多举措，提高多样化生活服
务品质，促进包容共享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

“意见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系统擘画新时
代新征程民生建设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将
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大动力。”魏国
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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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基础民生服务普惠性
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
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共享。
大力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

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及性
发展群众家门口的社区服务。
提高多样化生活服务品质。
促进包容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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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四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