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贾塘村村民罗进林：

产业扶贫，帮到群众心坎上

为扶贫政策点赞 好政策，“真牛”

民生保障：带来沉甸甸的“获得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黄俊毅

图① 万亩人工种草基地不远处的5000只绒山羊养殖基地正紧锣密鼓施工中。近年来，西藏那曲地

区尼玛县积极进行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万亩千畜”工程，推动精准扶贫。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图② 在山东济南市甸柳新村街道甸柳一居“老饭桌”，82岁的王保英展示自己的关爱卡。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图③ 鸡泽县魏青村的村民在晾晒辣椒。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辣椒种植。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图④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易地扶贫搬迁后新建开园的开怀街道第十三幼儿园，

新入园的4岁苗族小女孩杨凤琴（左）和同伴一起吃免费“营养午餐”。 吴吉斌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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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乡里帮助我们发展致富产业。扶贫

干部来到我家，告诉我有个“华润基础母牛银

行”，可以赊牛养，保护价收购，还有补贴，是专

门帮助我们这样的贫困户发展脱贫产业的，动员

我试试。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与华润集团的扶贫干

部签了协议。华润集团帮我买了5头西门塔尔基

础母牛，并向我提供3年无息借款，县扶贫部门

又发放了补贴。我家的5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总

共只花了7500元，要是自己从市场上买，起码要

花5万元。扶贫干部和我签的协议约定：母牛犊

由我留着继续生小牛犊；公牛犊体重达到250公

斤，华润集团按每公斤28元的保底价回购，县农

牧部门按每头500元的标准另给“见犊补母”

补贴。

今年春天，我家母牛产了两头犊，还有3头

母牛通过冷配已经怀上了牛犊。现在，我家已经

有7头牛，起码值7万元，扣除草料费，半年时间

收入至少有1.75万元。我家有4口人，等于半年

人均纯收入4000多元。我们签了3年合同，按每

头基础母牛能产犊两头、产犊性别50%估计，每

年每头牛我家就能纯赚5000多元。

以前想养牛，就是拿不出本钱。多亏了党的

扶贫好政策！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现在守在家里

养牛也比外出打工挣钱多。我女儿今年本来想去

大城市打工，现在她也留下来和我一起养牛。产

业扶贫帮我圆了养牛致富梦，真心感谢党、感谢

政府。 （本报记者 黄俊毅整理）

在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
天，民生建设需要不断提升质量和效益，找准人民
群众对民生需求的新变化，回应好民生新问题，进
一步知民情、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民

生问题，一步步改革的推进、一份份百姓心中沉甸
甸的“获得感”，成为这5年来最温暖的民生成就，
一张巨大的民生保障网正在越织越密，越织越牢。

营造良好就业创业氛围

今年7月份毕业的天津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学
生金蔚没有为求职而焦虑过。因为去年他免费参

加了天津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组织的工业机
器人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并被一家科技公司看
中，提前与他签订了就业协议。“有这么多项目搭
桥铺路，我们大学生只要努力，梦想就会成真。”
金蔚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形势呈现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人社部数据显
示，城镇就业人员从2012年末的3.71亿人增加到
2016年末的4.14亿人，年均增加1082万人。5年
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年均超过1300万人，累计新
增就业超过6500万人。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2016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升至43.5%，就业结构由
一产占主导的“金字塔形”转变为三产占多数的“倒
金字塔形”；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不断提高，由2012
年的48.4%提高到2016年的53.4%，2014年城镇
就业人员数量首次超过乡村，城乡就业格局发生了
历史性转变。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

国，能够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实属不易，对维护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就业工作成绩的取得，还得益于创业创新活力

的有效迸发。中国人民大学发
布的《2016中国大学生创业报
告》显示，近九成在校大学生曾
考虑过创业，近两成拥有强烈创
业意向，近三成大学生有创业
经历。
“这是最好的创业时代。”高

校在校生创业挂牌上市“第一
人”、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马天
琛感慨道。
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

实施了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等，2016年，新
登记注册大学生创业者达到
61.5万人，同比增长10.2%。
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也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大批“有
点技能、有点资金、有点营销意
识、有点办厂能力和对农村有感

情”的“五有”农民工选择了自己“当老板”，到市场
中去闯一闯。从今年二季度监测看，20.2万返乡农
民工中有11%选择了创业，对推进脱贫攻坚、发展
县域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5年来，随着简政放权的逐步推进，营商环境发

生了巨大改善，系统完备的创业生态链正在延展、
成熟。小到众创空间，大到创业型城市如雨后春笋
般成长起来，一粒粒满载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创
新创业不仅解决了劳动者自身就业的问题，也创造
了大量就业岗位，释放出就业的“倍增效应”。

社保让百姓吃下“定心丸”

当把2000元钱交给社保协办员时，湖北省孝
感市农民万四姑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早在
2005年，万四姑和家人就专程到市里咨询：“农民
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吗？”答案却是否定的。
2012年，孝感市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农民和城镇居民同一制度、同一待遇，最高缴
费档次均是2000元。万四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
高缴费档次。
2014年2月，国务院决定，将新农保和城居保

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
让农村人和城里人一样看病医保报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打通了职工和居民两大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通道。制定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实
现基金保值增值。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维护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权
益。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医保在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先
后降低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减轻
企业缴费压力。
国家的高度关注，使得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持续扩大。截至2016年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8.88亿人、1.81亿
人、2.19亿人、1.85亿人，比2012年末分别增加9980
万人、2864万人、2879万人、3022万人。基本医疗
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
我国在社会保险扩大覆盖面方面取得的成就

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16年11
月17日，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32届全球大会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代表中国政府
接受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
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全国企业

退休人员月均基本养老金从2012年的1686元增
加到2016年的2362元，年均增长8.8%；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从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
2016年的420元，今年继续提高到450元；大病保
险覆盖城乡居民超过10亿人，政策规定的支付比
例不低于 50%；生育保险待遇水平达到人均
15385元，增加4098元。
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更加顺畅。2016年全

国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转移接续
190万人次，比2012年增加100万人次。
目前，已实现90%以上的地市接入国家
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平台，部分群众已享
受到直接结算带来的便利。
职工工资水平稳步提高。2016年，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达67569元，比2012年增加20800元，
年均增长9.6%；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达42833元，比2012年增加
14081元，年均增长10.5%，初步实现了
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

脱贫攻坚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吹响了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贫攻坚取得了新的
成就。
《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强化了“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构建
起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
中西部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

贫攻坚责任书，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
促攻坚的局面。同时，中央和有各部门陆续出台
1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地也相继出台和
完善了“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内容涉及产业
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交通扶贫、水
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农村危房
改造等。
中央明确，扶贫投入力度要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要求相匹配。在财政投入上，2016年中央和省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首次突破1000亿元，其中中
央为667亿元，同比增长43.4%；省级为493.5亿
元，同比增长56.1%。在金融支持上，各类金融机
构加大对扶贫的支持力度，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
3113亿元，共支持了868万贫困户。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

法》提出，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考
核，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进行。主要考
核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资金使用管
理等方面，涉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困县退
出计划完成、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贫困人
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帮扶满意度、扶贫资金
绩效等指标，树立脱贫实效导向，确保脱贫攻坚质
量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各地区、各部门齐抓
共管、密切配合，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合力攻坚，脱
贫攻坚成绩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贫困人口
持续大规模减少：2013年至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
年均减少1391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
生率从 2012 年底的 10.2%下降至 2016 年底的
4.5%，下降5.7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的大规模
减少，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