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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隔着玻璃店门，糕点的香甜仍飘香四溢。位于
杭州市文一路的爱萨尔蛋挞店，店面不大但总被顾客
挤得满满当当。季文科，这个原本不被看好的 80 后小
伙，硬是把自己的“甜蜜事业”越做越大。从最初 10 平
方米的店面，发展到遍及国内各大城市 178家分店。

季文科的创业故事始于 2011 年，当时他正为短
缺 30 万元的启动资金而一筹莫展。由于没有抵押
物，连续跑了七八家银行都吃了闭门羹。后来，季文
科找到一家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客户经理实地考察后，仅凭信用无需抵押。靠这笔贷
款起步，如今企业的年销售额已逾千万元。

“他们不是嫌贫爱富的‘势利眼’，而是看重企业
潜质和老板品质的‘伯乐’。”谈到泰隆银行对自己的
帮助，季文科说。

从“求贷”到“送贷”，从互担“三角债”到
“刷脸”获授信，从被“提防坏账”到“携手共赢”。
过去一年，创业者的“伯乐”越来越多。小微企业也
从中体察到了金融改革的力度和关爱的温度。

2014 年召开的 40 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约有半
数涉及小微企业，主题包括减免税费和改善其融资环
境等。季文科说这让他感到很温暖甚至是暖热。在历
数一次次的关爱升温后，季文科将国家对小微企业支
持力度的变化归纳为两条：一是小微企业得到金融机
构的认可度增加，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更具专业性、针
对性；二是踏实从事民生事业的小微企业，成了改革
推进中最大的受益者。

现在，每次要开分店或投资新项目，季文科都会
跟银行客户经理探讨，一起商量哪里可能有风险，哪
里资金还需要补充。银行对企业知根知底，放贷就更
有底气，坏账率远低于同行。“这才是共同发展，”季
文科说，“现在我们企业的存款远超贷款额度，前期
跟我们对接服务的客户经理也都提拔了。”

“实体经济是慢工出细活，从小微处体现价值，
把实体做实了，小东西做精了，同样能创造出一片
天。”季文科告诉记者，他最开心的，是个人创业可以
为更多人提供就业岗位，让更多小微创业者看到希望。

目前，在我国，与季文科蛋挞店一样的小微企业
超千万户，占企业总数的 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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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原为本，枝叶总关情。2014 年民生领域的改

革，真正进入了攻坚期与深水区。党和政府为百姓绘

制的民生改革蓝图，覆盖了养老、教育、就业、收入分

配、医药卫生等诸多领域，而且无不向体制机制障碍

“开刀”。其最终目的，就是让广大群众都能感受到阳

光、正义与公平的民生环境。

2014 年底，备受关注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推进实施，养老“双轨制”终于实现“破冰”。打

破“双轨制”无疑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

突破，从制度上有效地化解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同

类人员待遇差距过大的矛盾，从而在收入分配上更好

地体现了社会公平。

长期以来，医疗资源的不均衡问题得到了社会广

泛关注。现如今基本的“看上病”对于老百姓来说已不

再是难题，但大家要看好病，优质资源依然相对不足。

2014 年，国内最大的非营利性医院北大国际医院在北

京全面开始接诊，解决了近百万人口的大型居住区缺

乏大型医院的现状，成为社会资本进入民生领域的优

秀范本。凭借多渠道的投入和保障，稳中见“优”的发

展态势在“就医”这一百姓迫切关心的问题上得到了生

动而具体的体现。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改革”，在 2014 年

也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从 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之后，新

疆、黑龙江、河南、江西等多个省份公布了户籍制度改

革意见或征求意见稿。随后，多地提出建立和完善居

住证制度，并建立了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

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一些城市还提出

了积分落户的实施方案。这些改革将促进城乡居民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绑定在户口上的种种不公。

除此之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社会保障

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口政策中的重大调整——单独二

孩政策的实施，新的高考招生改革方案的推出，以及与

百姓“钱袋子”息息相关的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其着力

点无一不是在进一步改善民生。这一年来，我们党和

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攻坚克难的毅力和勇气，确保民生

保障向着阳光、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

经济增长降速、民生改善提速，一降一提的鲜明对
比，成为 2014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大亮点。随着
一项项民生改革措施落地开花，改革红利实实在在体现
在百姓生活中。

青春创业成风尚

上海市徐汇区，一间 10 余平方米的工作间里，85 后
曹思宇还在为自己的衬衫品牌“吾衫”设计新创意。虽
然从正式注册到目前仅有半年时间，但来自全国各地的
订单已让他和伙伴们不得不夜以继日地装盒、发货。曹
思宇一边在来自澳大利亚的大贝壳上刻画着衬衫扣子一
边与记者聊天：这半年来最开心的不是卖了多少件衬
衫，而是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终于看到了创业路
上可以预期的未来——高级定制衬衫市场。很多人不理
解，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在沪上最大汽车公司拿
着几十万年薪的他，为什么要改做衬衫。但是曹思宇清
楚地知道，他就是想创业。因为，这是个创业的时代，
各种政策和社会氛围正交织出创业的好时机。

与还在创业起步兴奋期的曹思宇不同，读研二的学
生卢琪已经在为扩大业务做打算了。这个从大三就开始
创业的小老企业家，如今已经是龙九子鑫联必升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4 年来，卢琪发过传单、开过餐
馆、卖过服装，享受过获得第一桶金的喜悦，也经历过
倒闭的惨痛失败，经历了三起三落，卢琪越发坚定了毕
业后继续创业的决心，他要创，也要闯，要闯出一条青
年创业路，并把自己的创业闯路经验传给更多学弟学
妹，让有志于创业的莘莘学子少走弯路。

在被誉为“中国创业元年”的 2014 年，像曹思宇和
卢琪这样的创业故事，记者采访了不少。二三十岁的青
年们，用他们的创业汗水与泪水，汇成了那个新浪潮
——要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
创业新浪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到自上而下开展的简政放权；从新一轮创业引领计
划的问世，到各地发布支持创业的配套政策⋯⋯去年出
台的一系列举措，将创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其中，大学生创业尤其引人注目。年中，新一轮
“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出炉，将在 4年内引领 80万大学
生创业；年底，教育部发文要求落实大学生创业培训、
工商登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扶持多种创业形
态，允许休学创业。这些，让曹思宇们相信，这是个创
业的时代。

当上“小老板”、端起“新饭碗”，这从 2014 年前三
季度全国市场主体发展稳步增长的数据能够体现：新登
记注册企业 264.8 万户，同比增长 52.44%。自 3 月 1 日商
事制度改革实施后，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达到 1.04万家。

虽然各地公布的一项项创业政策和创业规划还在不
断细化和完善中，但能读出的是，全民创业，着眼点不
是在眼前，而是在长远发展。各地探索创业举措的新点
子、新路子，其目的是将近期目标和长远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构建一个良好的创业服务体系，不只引导全民创
业，更是要创好业、创成业。

临时救助解大难

“如果没有大病救助的好政策，我儿子就没希望
了。”灵山县新圩镇的张村民是农村低保户，儿子出生后
不久患了地中海贫血，每月需住院治疗，一年花费约 3.3
万元。依据灵山县民政部门出台的医疗救助政策，经新
农合补偿，他能享受到 8500元的城乡医疗大病救助金。

长春市市民李文翠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由于
居无定所，母子三人住过窝棚，也住过工地。“听说政府
设立了社会救助服务中心，我就去申请，想试试吧。”李
文翠说，她没想到，她真的申请到了一套 43 平方米的廉
租房，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

一笔看病钱、一套廉租房⋯⋯看似普通，却能挽救
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那张“让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受助及时的安全网”，正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破题之要义在于“敞开求
助之门”。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8 月
底，全国已有 36076 个街道 （乡镇） 设立了社会救助申

请窗口，24391 个街道 （乡镇） 制定了社会救助申请分
办、转办流程，26310 个街道 （乡镇） 明确了办理时
限，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88.3%、59.7%、64.4%。

过去一年，民生事业改革打出“组合拳”，强化“托
底”作用。2014 年 2 月底，我国第一部统筹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供养、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八项社会救
助制度的行政法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出台，进
一步完善了“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社会救助制
度，让一道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看得见、可
感受；同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
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
度，突出强调了托底线、救急难的制度特点和功能定
位，填补了现行社会救助制度的空白，和现行救助制度
一道，共同构成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一个完整体系。

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从提高城乡低
保水平，到统筹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通过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水平挂钩联
动机制，实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临时救助制度以及儿
童等重点人群救助办法，社会救助兜底作用切实加强。

老有所依乐融融

68 岁的特困户张大爷没想到，像他这样孤身一人、
没有固定经济收入的老人，老来还能搬进贵阳市花溪区
的廉租房内，“住进政府出钱盖的高楼”，说起这事，老
人眼里就放着光，问他住到这新房里的感受，老人反复
说的就是一句话，“晚年有了保障，心里很踏实”。

年满 65 岁的秦阿姨 2014 年得到一张“老年卡”。
“无论是坐公交、去公园都免费，去医院看病交费取药

啥的，还能在特定窗口快捷办理，不用排队。”说起
“老年卡”为自己带来的福利和便利，秦阿姨脸上充满
幸福感。

过去一年，像张大爷和秦阿姨一样，享受到这样那
样社保政策实惠的人还有很多。各级政府不断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机制，频频出台惠及民生的政策措施，使社保
之网基本覆盖所有人群，社保水平节节攀升，百姓福利
不断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公共财政的优先方向。截至
2014年7月底，中央财政拨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资金 2576.16亿元，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补
助资金 750 亿元。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总支出达到
357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4%。有了公共财政的支
持，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的后顾之忧得到
解决。

过去一年，面对快速发展的老龄化社会，各地积极
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由
多个部门承担的 14 个配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涵盖养老
设施建设、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老年人补贴、责任保
险、远程医疗、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过去一年，27 个省区市整合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制定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人群不断
增加。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制
度之间、地区之间转移衔接政策有效落实。主要解决城
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问题的 《城乡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实施以
来，总体运行平稳。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50107万人。

阳光·正义·公平
李 丹

上图 1月 19日，四川雅安市雨城区合江

镇的朱大姐免费领到了剪纸艺术品。当日，

雅安市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为贫困家庭发放

了过冬物资，送上温暖的祝福。

远 舟摄

右图 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河北省石家

庄市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工地，志愿者们

正在帮助中铁隧道集团工人上网订春节返乡

车票。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加快建

设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民政与卫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

部门的信息共享。要依法完善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

制，提高审核甄别能力。 ——摘自《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要充分考虑住房救助对象经济条件差、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客观条件，通过配租公共租

赁住房、发放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实施住房救助。

——摘自《关于做好住房救助有关工作的通知》

完善高校招生选拔机制。高校要将涉及考试招生的相关事项，包括标准、条件和程序等

内容，在招生章程中详细列明并提前向社会公布。加强学校招生委员会建设，在制定学校招

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和规则、决定招生重大事项等方面充分发挥招生委员会作用。建立招

生问责制，2015年起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对录取结果负责。

——摘自《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