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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社会事业成就综述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
断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人民生活水平连续迈
上新台阶。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增加民生投入 夯实民生之基

聚焦产业发展前沿领域，面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
经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等重点行业，推出医药卫生、专
精特新、先进制造、新能源等行业专场招聘会；结合国家区域
发展战略，开展区域性专场招聘会……

9 月 1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职引未来—2024

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活动将持
续至 11月底。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牵动着千家万户。
75 年来，从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着力解决城镇失业问

题，到改革开放后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有效联动，就业
总量大幅增加，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业优先战略贯穿经
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我国就业空间不断拓展，就业形势保持
稳定，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

2023 年，全国就业人员 74041 万人，比 1949 年扩大 3.1

倍。 2013 年至 2023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超过 1.4 亿
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随着产业结构发生深刻调
整，就业结构不断优化。2023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
国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29.1%、48.1%，比 1952 年分别提高
21.7个、39.0个百分点。

投入力度，彰显民生温度。
今年，各级政府更是拿出“真金白银”稳就业：中央财政

安排就业补助资金预算 667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财政部提出 11 条稳就业政策举措，其中明确整合优化吸
纳就业补贴和扩岗补助政策，合并实施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四川将强化稳岗拓岗作为促就业的
重点，鼓励企业释放更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江苏实施社
会化岗位拓展行动，开发岗位不少于 10 万个；广西开展数字
经济、先进制造业等技能培训……

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民生保

障网逐步织密兜牢。75 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养老、
医疗、失业保险为重点，我国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
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进
入全面覆盖和深化阶段，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今年上半年，各级财政部门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
化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697 亿
元，同比增长 4.2%；城乡社区支出 10472亿元，同比增长 8%；
教育支出 20291亿元，同比增长 0.6%。

“加大民生投入，应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注
重立足长远、为民谋利，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务实管用、可行
有效的改革举措，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龙海波说。

聚焦“急难愁盼”回应民生关切

“医保，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生的希望。”江西省抚州市一
名法布雷病患儿的父亲说，孩子所需特效药经过医保谈判进
入国家医保用药目录，一支价格从 1.2 万元降到 3000 元左
右。“算上医保报销和‘抚惠保’等其他保险，我们一年个人自
付仅 4万元。”

医疗保障关乎人民健康福祉。从医保谈判药品看，覆盖
常用药和特殊疾病、罕见病用药，目录内药品数量达 3088

种，惠及参保患者 7.2 亿人次，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
重因素，累计为群众减负超 7000亿元。

75 年来，从赤脚医生到日益完善的医疗人才培养体制，
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我国在医疗队伍和医
疗体系建设上持续进步。目前，我国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医疗
保障网络，覆盖超过 13亿人。

全 面 推 开 公 立 医 院 综 合 改 革 ，医 保 跨 省 结 算 提 质 扩
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城乡医保并轨政策的深入推
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
有效缓解。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围绕“一老一小”这一最现实、最紧
迫、最突出的民生问题，我国持续完善人口服务体系。

从探索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到以“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等明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从理顺养老
服务监管机制，到推动银发经济健康发展……一项项改革实
招为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夯基垒台。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10.66 亿人，比 1989 年
末增加 10.09亿人。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升学前
教育普及能力，扩充优质普惠资源，持续破解“入园难”“入园

贵”等痛点，持续构建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幼有所育的美好期望。

深化民生改革 创造更美好生活

安徽凤阳小岗村，种粮大户程夕兵的家庭农场建有标准
化育秧工厂、仓储用房，流转土地 700多亩。2023年，仅粮食
和经营服务纯收入就达到 70多万元。

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75 年来，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变化。

多管齐下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不断做大做好“发展蛋糕”，深化民生改革，百姓的“钱袋
子”愈加殷实。

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9218 元，扣除物
价因素比 1949年实际增长 76倍，年均增长 6.0%。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面放开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保
障随迁子女入学、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业……更均等的服
务、更完善的保障，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由 2012年的 2.88:1缩小至 2023年的 2.39:1。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美丽中国更加宜居。
——看乡村，从农村危房改造大力开展，到新农村建设

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

——看城市，从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到城市更新，
住房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推进，人民居
住条件不断改善，更多人住有所居、安居宜居。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 1949 年的 8.3 平方米提
高到 2023 年底的超过 40 平方米；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和棚改安置住房 6400多万套，1.5亿多群众喜圆安居梦。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1978年
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7.7 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经过接续奋斗，到 2020 年底现行标准
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
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扎实做好
民生保障工作，必将绘就幸福民生新画卷。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

开辟我国卫星和地面信息传输的高速路！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

区域一处海拔 4800 米的山顶上，矗立着一个直径 6 米的白
色“圆球”。当圆顶缓缓打开，里面 500 毫米口径的光学天
线精准指向太空，高速接收卫星传回的宝贵探测数据。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系统。
9月 15日，塔县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正式建成并开始常

态化运行，这是我国首个业务化运行的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
为什么要建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亚林介

绍，当前，我国卫星数据接收仅靠微波地面站。随着我国卫
星技术的高速发展，卫星探测产生的数据呈几何级增长，海
量数据无法及时下传的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卫星数据
资源的高效利用。

星地激光通信以激光为载体，信息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微
波通信的近千倍。“如果将频段比作道路，那么微波 X 频段是
单车道，微波 Ka频段是四车道，而激光可容纳成百甚至上千
车道。”李亚林说。

据悉，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正加速发展星地激光通信
技术，布局建设星地高速激光通信网络。我国星地激光通信
技术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被攻克。塔县
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正式建成，将进一步推进我国星地激光
通信的工程化应用。

为何选址在塔县？
“星地激光通信易受多云、雨雪等天气和大气湍流影

响。慕士塔格峰区域大气条件好，视宁度优，可媲美世界一
流光学站址，且气候干燥少雨，全年均可开展星地激光通信
任务，是极优良的站址地点。”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王建平说。

未来我国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如何组网？
“塔县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的常态化运行，将为我国下

一代星地海量数据传输体系规划和新一代卫星地面站网建
设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黄鹏说。

据介绍，我国正规划、论证建设国家星地激光通信地面
站网，通过在我国西南、西北和东部地区建设多个星地激光
通信地面站进行组网，可以进一步克服天气对星地激光通信
的不利影响，大幅提高星地激光通信的可用度。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9月 15日电）

我国搭建星地通信“高速路”

新华社天津 9月 15日电（记者 周润健）“一年逢
好夜，万里见明时。”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天文
科普专家表示，今年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
一轮“超级月亮”。喜欢赏月的朋友可于中秋当晚和
18日晚欣赏这轮大圆月亮。

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月亮，叫作“新月”，也
叫“朔”；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会看到一轮圆圆的月
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月
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个椭圆，其公转速度并不均等，
当离地球近时，月球运行速度会快一些；当离地球远
时，月球运行速度会慢一些。月亮从新月到满月的最
短时间不到 14 天，最长超过 15 天，因此，满月出现的
时间也有差异。最早可发生在农历十四的晚上，最迟
可出现在农历十七的早上，农历十五、十六这两天居
多，其中又以农历十六为最多，所以，民间有“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的俗语。

去年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今年中秋则是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满月时刻为 18 日 10 时 34 分。
巧合的是，与去年的中秋月一样，今年的中秋月也是一
轮“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不是一个天文术语，本质上是“近地点
满月”，也就是满月时月球正好位于近地点附近，视直
径比一般时候的满月大，亮度也高，但仅凭肉眼是难以
分辨出这种差别的。修立鹏表示，“超级月亮”并不罕
见，每年都有。今年有四次“超级月亮”，9月 18日是第
二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满月发生时还会迎来一次食
分非常小的月偏食，即月亮的一部分处在地球的本影
之内，在地球上看来，月亮会出现部分残缺。

“遗憾的是，这次月食发生在北京时间 18 日上午，
正值我国白天，公众无缘看到。如果当天你恰好处在
西半球，则有机会看到这次‘天狗吃月亮’。”修立鹏说。

如何欣赏这轮“超级中秋月”？“日落后一个多小时
是赏月最佳时段，这时月亮刚升起不久，悬在地平线之
上不高的地方，肉眼看起来颜色和形态都会和在高空
时不太一样；此时夜幕还未完全降临，地面建筑依稀可
见，在其映衬之下，月亮也会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修
立鹏说。

新华社天津 9 月 15 日电（记 者 周润
健）“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猜一
猜，这首诗说的是哪一个节日？谜底是：中
秋节。

这首诗的作者为唐代诗人王建。品读
此诗，仿若一幅“中秋望月图”跃然纸上，意
境优美，含蕴丰富，韵味无穷，思深情长。

中秋节，我们年年过，那么，到底何为
“中秋”？历史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罗澍伟介绍，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秋》
中解释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
恰半，故谓之中秋。”七、八、九三月是秋季，
旧 时 分 别 称 孟 秋 、仲 秋 和 季 秋 ，合 称“ 三
秋”。八月十五日，三秋正好过半，所以称
为“中秋”。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每到中秋节，一
家人围坐聚餐，分食月饼，其乐融融。中秋
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究竟始于何时？

罗澍伟认为，“中秋”一词或可追溯到
先秦时期。《周礼》中就有“中秋，献良裘，王
乃行羽物”的记载，意思是说，仲秋八月，司
裘之臣以良裘献给君王，君王则以鸟羽赐
群 臣 。 另 据《礼 记》：“ 天 子 春 朝 日 ，秋 夕
月。”意思是说，祭祀太阳是在仲春（农历二
月）的早晨，祭祀月亮是在仲秋（农历八月）
的晚上。

不过那时的中秋，还只是个时间概念，
并无节日之意。到了魏晋时期，登楼临轩，
酌酒赏月，逐渐成为习俗。直至唐代初年，
中秋才开始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

宋代，中秋扩展成全民性庆典。水果
上市，螃蟹新出，佳酿开坛，百姓饮酒赏月，
不亦乐乎。路边商铺通宵营业，儿童彻夜
嬉戏玩耍。

“千百年来，从祭月到牵挂思念、祈求
团圆，中秋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成为我国仅
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2008 年国务院将中秋
节定为法定节假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品味中秋，弘扬
传统文化，传承优秀民俗。”罗澍伟说。

新华社天津 9 月 15 日电（记者 张建新、白佳丽）
“又是一年中秋节，多吃几块月饼行不行？”中秋节至，
制作精美、口味丰富的月饼，让人忍不住多吃几块。但
好吃的月饼，该如何吃才更健康？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谭桂军表示，月
饼是典型的高糖、高油、高能量食物，即便市场上推出
不少“低糖”“无糖”“低脂”月饼，以及“药膳月饼”“保健
月饼”，依然不宜摄入过多。

谭桂军提示，糖尿病患者尤其应当注意，在选择和
食用月饼时不要过于迷信“无糖”，宜控制摄入总量并
相应减少主食摄入。患有慢性胆囊炎、慢性胰腺炎、
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者，以及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
心 病 的 人 宜 少 食 月 饼 ，且 尽 量 不 选 含 油 脂 高 的 月
饼。腹泻患者少选无糖或全糖醇的月饼，有加重腹泻
风险。对坚果过敏的人群应注意果仁馅月饼中的坚果
种类。

为了健康欢度中秋，谭桂军建议，中秋节假期大家
不仅喜欢食用月饼，家庭聚餐也较多，日常饮食可以
适当减少食用油摄入、多吃绿叶菜，并适当增加运动
量。此外，月饼中食用油和糖分较多，容易引起脂肪
氧化变质，所以不宜久放，不吃的月饼最好放入冰箱冷
藏保存。

欢度中秋佳节

农
历
八
月
十
五
缘
何
叫
﹃
中
秋
﹄

今年月亮“十六圆”
还是“超级月亮”

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锚
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
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
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有效促进食物新品种、新领域、新技
术开发，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实现各类食物供求
平衡，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意见》提出 3 方面 14 项重点任务。一是全方位、多途
径开发食物资源，拓展食物来源渠道。巩固提升产能，夯实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基础。积极发展经济林和林下经
济，稳妥开发森林食物资源。大力发展饲草产业，增加草食
畜产品供给。加快发展深远海养殖，科学开发江河湖海食
物资源。加快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拓展食物开发新空间。
培育发展生物农业，开拓新型食品资源。发展壮大食用菌
产业，开发食用菌食品。二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食物
开发质量效益。加强食物开发基础研究，加快育种创新，构
建食物科技创新支撑体系。三是推进全产业链建设，提升
食物开发价值链。提升食物加工流通产业水平，推进食物
产业集聚发展，提升食物质量安全水平，引导食物营养健康
消费。

《意见》要求，要强化保障措施，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和资
金渠道支持食物开发，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完善用地政
策，探索构建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

新华社北京 9月 15 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 15 日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自 9月
29日开始，至 10月 8日结束，为期 10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
旅客 1.75亿人次，其中 10月 1日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将突破
2100万人次。按照车票预售期的相关规定，9月 15日起，铁
路 12306开始发售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火车票，15日发售 9

月 29日火车票。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黄金周旅游流、

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预计将保持高位运行，
呈现“头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部分时段和区段
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
普速运力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12000 列，加开跨铁
路局集团公司的直通旅客列车 354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
日出行需求。

该负责人表示，国庆黄金周期间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客
流高度集中，运力和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部分地区和时段
运能将比较紧张，一些始发、终到时间更为适宜，全程旅行
时间更短的列车，成为旅客首选。当这些车票开售时，大量
旅客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等渠道快
速“抢票”，可能会快速售罄。为此，旅客可使用铁路 12306

候补购票功能，最多可累计选择 60 个“日期+车次”的组合，
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
旅客，提高购票成功率；若直达列车无票，还可选择中转换
乘、购买联程车票等方式出行。

9月 15日起售
国庆黄金周火车票

国办印发《意见》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海拔 4800 米

正在运行的塔县星地激光通信地面站。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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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怎样吃更健康
营 养 专 家 来 支 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