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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记者王琦、罗争光)“民政
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
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
工作。”2019 年 4 月 2 日在
北京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民
政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
记对民政工作作出的重要
指示。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一年来，各级
民政部门紧紧围绕中心、坚
决服务大局，深化改革创新，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
成效。

兜底保障能力

明显增强

河北、广西等创新落实
特殊困难群体“单人户”低保
政策，云南系统规范完善农
村低保制度，陕西统筹构建
“六张保障网”，甘肃、青海等
部署开展脱贫攻坚冲刺清零
筛查专项行动。加大罗霄山
片区扶贫和定点扶贫县扶贫
力度，江西遂川县、莲花县实
现脱贫摘帽……

2019 年，聚焦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民政兜底保障
能力明显提升——

出台加强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照料服务、强化临时
救助兜底保障政策；将资金
和各项政策措施向“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深入开展农村低保专项
整治；

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
织特别是慈善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全国 4 . 1 万个社会组
织开展 6 . 2 万个扶贫项目，
投入资金超过 600 亿元；

……
各地民政部门群策群力，发达省份加强对口帮扶，贫困

地方聚力攻坚，179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或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继续保持农村低保标准动态达到或超
过国家扶贫标准。

在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民政部门稳步提升
基本民生保障水平，更好满足广大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
基本需求——

加大对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保障力度，
针对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国家保障制度，填补了儿童福
利领域制度的空白，大约 5 0 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从
2 0 2 0 年 1 月 1 日起将获得由政府发放的基本生活
补贴；

联合财政部、中国残联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分别恵及 1000 多万、1300 多万残疾人；

加大慈善事业促进力度，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全
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 7 5 0 0 个，成立慈善信托
261 笔。

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夯实

10月 29 日下午 5 点，贵州都匀市，几十个小学生陆续
放学，来到了思源社区办公楼。在阅览室里，都匀市十三小
学二年级一班的彭兴宝拿出作业本，写了一会儿，“小黑甲”
指出了他的一处错误。

“穿‘小黑甲’的都是‘四点半课堂’的社工。”在都匀市
民政局支持下，24 名社工来到社区，承担了课外辅导老师
的角色。

夯基础，强基层，是近年来民政工作的一项重点。
2019 年，民政部门强化党领导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组

织管理，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夯实——
实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加快发展社区生活

性服务，截至 2019 年 11月底，全国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覆盖率分别达到 78 . 6% 和 46 . 1%；

强化社会组织管理和监督，出台加强社会组织政治建
设、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等政策规定，全面推开行业
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常态化公开社会组织违法失信名单
信息；

社工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举办首
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截至 12
月 20 日，全国注册志愿者逾 1 . 39 亿，志愿服务 18 亿小时；

……
行政区划调整和地名清理规范，也是社会各界尤其

是基层群众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9 年，民政部门报请国务院批准县级以上行政区

划调整事项 20 件，优化 8 个大中城市市辖区规模结构，
新增 12 个中小城市，探索特大镇设市模式，建成并上线
了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联合举办《中国地名大会》；完
成 14 条省界联检和 3 条省界界桩更换。

基本社会服务水平更大幅度提升

“婚姻登记的效率那叫一个‘十分快’。”今年 2 月 14
日，在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服务大厅，王佳
和妻子手捧大红色的结婚证，幸福满满。

“早就想到今天会人山人海，以为会排很长时间的队，
真想不到会这么快，还不用花一分钱。”王佳开心地说。

“全城通办”、网上预约让婚姻登记“快”了，取消婚姻登
记费则让结婚成本“降”了。这些变化，得益于民政部门在婚
姻登记服务方面的新举措。

2019 年，民政部门着力打通难点堵点，提升基本社会
服务水平——

婚姻档案的信息化工作基本完成，加强涉外婚姻管
理，持续提高婚姻登记规范化水平；

牵头建立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取消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规范备案管理，深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推进解决大城市养老难问题，持续推进养老院服务质量
专项行动；

联合 11 个部门开展违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等突
出问题的专项摸排和整治，发挥殡葬改革试点地方的辐射
带动作用，推进移风易俗；

……
成绩来之不易，前景催人奋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民

政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正奋力
书写着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019 年初，中央各部委针对百姓关切纷纷
开出“民生清单”。到 2019 年底，这些承诺落实得
怎样了？“新华视点”记者采访部委进行了追踪。

【扶贫】减少贫困人口 1000 万人以上，340
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

承诺：2019 年确保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左右，实现 300 个左右贫困县摘帽，基
本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

追踪：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预计
2019 年减少贫困人口 1000 万人以上，340 个
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
基本完成。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三
区三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 2018 年的 172 万
减少到今年底的 43 万，贫困发生率由 8 . 2% 下
降到 2%。“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

【就业】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预计城镇新增
就业将连续 7 年超过 1300 万人

承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要继续完
善和落实稳就业的政策措施。

追踪：一年来，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
定：1-11 月全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279
万人，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连续 7 年超过
1300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
均低于控制目标。

2019届高校毕业生目前就业水平与往年基
本持平。截至 11月底，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64万人，已经完成全年 130万人的目标任务。

【环保】钢铁业逐步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长
江展开保护修复攻坚战

承诺：生态环境部要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全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追踪：为保卫蓝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
渭平原地区清洁取暖改造总数约 700 万户；《关
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印发，当
前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来源钢铁行业逐
步推进超低排放改造。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稳步推进。今年，20 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县级及以上水源
地需要清理整治的 3626 个环境问题，到今年 10
月中旬，已完成整治 3515个，完成比例达 97%。

【社保】社保卡持卡人数超 13 亿人，10 省
份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

承诺：2019 年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稳
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追踪：人社部表示，“先参保、再开工”的长
效机制不断巩固完善。全国 23 个省份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出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政策文件，10 个
省份提高了基础养老金水平。

9月 15 日，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
户网站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全国社保卡持
卡人数超过 13 亿人，已覆盖超过 93% 的人口，
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超过 8000 万张。截至 10
月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5977 万人，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养老】推出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14 亿元吸引各方参与

承诺：民政部将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
建设专项行动，促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国家发
展改革委表示，将出台实施大力发展养老服务

的政策措施。
追踪：2019 年 9月，民政部明确要求到

2022 年底前，确保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有 1
所以失能、部分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
的县级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联合民政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推出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
动，主要解决广大城市老年人尤其是中低收入
且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服务时面临
的“买不到、买不起、买不好、买不安”问题。通
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吸引城市政府和企业
资源参与，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2019 年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14 亿元，新增养老床位
7万张，吸引 64个城市、119个项目参与。

【教育】出台 20 项措施为中小学教师减
负，完成 1 万多所幼儿园整改

承诺：2019 年教育部将专门出台中小学
教师减负政策。为解决“入园难”，国务院办公
厅要求各地以区县为单位于 2019 年 4 月底
前完成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情况的全面摸
底排查工作并进行整改。

追踪：2019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
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文
件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社会
事务进校园、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抽调借
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方面提出 20 项务实举
措，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
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教育部表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底数
基本摸清，截至 11 月已完成整改任务的有
1 . 14 万所。

【医疗】进一步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
出台涉药品等 15 项改革

承诺：从推进医联体建设、加强县级医院建
设、发展远程医疗、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四个
方面破解“看病难”。从完善药品政策、完善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公立医院管理、配合开展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四个方面着力破解“看病贵”。

追踪：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确
定山西和浙江为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建设试点省，北京市西城区等 567 个县为试
点县，进一步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

通过加快审批、恢复或扩大生产、促进制
剂原料对接等方式，促进氯法齐明、阿糖胞
苷、硝酸甘油等药品生产供应，同时，进一步
健全完善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统，初步形成
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监测和应对处置体系。

此外，国家卫健委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
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从药品、医疗、医保改革和行业监管四方面提
出 15 项改革措施。

【住房】房地产总体平稳运行，棚户区改
造任务超额完成

承诺：要以加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
难为中心任务，健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增加公
租房有效供应，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追踪：201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稳妥
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
案，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制，稳步推进“一城一
策”试点，房地产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实现了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

截至 11月底，棚户区改造已开工 315 万
套，超额完成 289 万套的目标任务。在规范发
展公租房方面，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通知，71
个大中城市申报 8 万套。

【农村人居】全国 90% 村庄开展清洁行
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60%

承诺：八部委联合部署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水利部提出，到 2019 年年底全国农村集
中供水率达到 86%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2%。

追踪：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据初步统
计，全国 90% 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到 60%，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覆盖到 84% 的行政村。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19 年 1 至 11
月，全国共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建设投资 498 . 1 亿元，其中中央下达资金

121 . 7 亿元，巩固提升受益人口 5280 万人，解
决了 9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目前我国建成比较完整的农村供水体系，农
村集中供水率达 86%，自来水普及率达 81%。

【消费】品牌连锁便利店新开门店超 1 . 4
万家，城市新建末端配送网点 18000 多个

承诺：深入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

追踪：2019 年，商务部推动步行街改造
提升，打造消费升级载体；发展品牌连锁便利
店，促进城市便民消费。1 至 11月，重点监测
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共新进入 70 多个地级
以上城市，新开门店超过 1 . 4 万家。

过去一年，商务部推动建设城乡高效配送
体系，专项行动重点推进城市新建末端配送网
点 18000 多个，同比增长 9 . 3%；深入实施中
华老字号保护发展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
设立老字号专区；完善重点联系企业制度，加
强对零售行业转型创新引导；配合财政部完善
口岸出境免税店管理，增设海南离岛免税店。

【网络通信】网络提速降费全面完成，实
现全国“携号转网”

承诺：工信部表示，今年移动网络流量平
均资费再降低 20% 以上，中小企业宽带平均
资费再降低 15% ，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

追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网络提速降
费各项目标全面完成。推动基础电信企业降
低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资费，针对低收入和
老年人群体在全国推出“地板价”资费方案，
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最大折扣优惠，降
低港澳流量漫游费，各项降费举措使移动网
络流量平均资费大幅下降。11月 27 日全国
正式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交通运输】新改建农村公路 29 万公里，
多地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承诺：2019 年交通运输部要新改建农村公
路 20 万公里，且年底将完成剩余具备条件的乡
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建设；实现高速公路人工收
费车道手机移动支付全覆盖；实现全国 260 个地
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其中 20 个地
级以上城市实现交通一卡通移动支付应用等。

追踪：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部 2019 年公
布的 12 件更贴近民生实事的目标任务全部
完成。其中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 29 万公里，
超过既定目标；提前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
建制村通硬化路。实现 275 个地级以上城市、
448 个县级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远超
原定覆盖 260 个城市的目标。实现高速公路
人工收费车道手机移动支付全覆盖。

【食品安全】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24 . 6 万
余件，多地建成市场监管大数据平台

承诺：要真刀真枪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确
保取得可检验、可评判、可感知的显著成效。

追踪：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全国
共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24 . 6 万余件，责令停
产停业 2604 户，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1 . 7 万人。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
26 . 9 万批次，处置不合格产品 6213 批次。婴
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报告率
达到 100%。同时，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婴
幼儿配方乳粉追溯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果，不少地方建成市场监管大数据智慧监督
平台。（记者：王优玲、侯雪静、高敬、胡浩、陈
聪、罗争光、安蓓、于文静、胡璐、王雨萧、高
亢、魏玉坤、赵文君、余俊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

2019 年“民生清单”落实如何？
中央部委纷纷提交“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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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记者王雨萧、周
蕊、段续）忽如一“夜”春风来，“夜经济”火遍中
国大地，“灯光下的潜力”成为热议话题。记者调
研发现，一年间，随着新“夜”态不断涌现，夜间
服务保障更完善，不少城市“夜经济”发展正在
进入“2 . 0 版”。

“夜经济”火了，“夜中国”亮了

成都宽窄巷子里，人们一边享受火锅的热
辣，一边欣赏精彩的川剧变脸；西安“大唐不夜
城”步行街，身着唐朝仕女服饰的“真人不倒翁”
衣袂飘飘、舞姿蹁跹，吸引游客驻足观看；长沙
解放西路，“夜妆师”忙着为参加夜间社交活动
人群提供化妆服务……

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夜幕降临，生活
才刚刚开始。

滴滴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大城市商圈夜
间出行需求猛增，夜间平均呼单数显著上升；据
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监测，2019 上海购物
节期间，全市 100 家重点商业企业实现营收
188 . 61 亿元，其中晚 7 点后的夜间营业额同比
增幅达 22 . 6%。

随着各类新“夜”态不断涌现，不少城市逐
渐摆脱“夜经济”就是餐饮小吃、闹市经济的传
统思路，逐渐形成购、食、宿、文、娱、健、养等多
元化夜间消费市场。

灯光秀、音乐 live、沉浸式互动体验展……
新年将近，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夜间文化活动
在北京各大商圈接连上演。北京大悦酒店副总
经理孙韵楚告诉记者，酒店将联合西单大悦城，
在 31 日推出“跨年不眠夜”主题活动，届时消费
者可参与室内寻宝游戏、电音狂欢派对等多个
体验项目，商场还将与彩妆品牌合作，为顾客量
身定制跨年妆容。

在上海市徐汇区，漫步在“武康庭”或“永平
里”，艺术画廊、花店、时尚生活馆等特色小店和
老城建筑融为一体，沿街商铺光线柔和，音乐舒

缓，主打“静、雅、柔”的多业态复合式“夜经
济”，打造属于都市人的“慢生活”。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研究员陈丽芬
表示，随着各地对“夜经济”认识逐渐深入，衍
生出颇多不同主题、各具特色的夜间经济形
态，供给端亮点频现。

拒绝“猫冬”，北方“夜经济”

持续升温

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原因，如何发展“夜
经济”一度成为困扰不少北方城市的难题。而
记者近期前往部分北方城市调研发现，尽管正
值隆冬，各地“夜经济”发展却丝毫没有降温。

蜿蜒起伏的山丘景区，中式风格的山间
建筑……今年“十一”期间，一座名为“这有

山”的室内文旅小镇亮相长春，能吃能逛能拍
照，还可以看演出、做手工艺品，“这有山”一
开业便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胜地”。

长春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往年由于天
太冷，晚上很少出门。自从“这有山”开业后，
自己和家人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从没想过
室内也能‘旅行’，吃喝玩游一网打尽，老人孩
子都喜欢来。”

长春这有山文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吕兴彦介绍，开业近 3 个月来，“这有山”工
作日和周末日均客流达到 1 . 5 万和 3 . 5 万
人次，其中夜间客流占一半以上。

巧做“冷”文章，劣势也能变优势。进入冬
季，不少北方地区纷纷依托冰雪资源发展夜
间经济。哈尔滨打造冰雪“琉璃之城”；沈阳举
办“彩灯嬉雪节”“冰上龙舟大赛”等活动；乌

鲁木齐推出“滑雪+夜市”“滑雪+温泉”等特
色夜游产品……

陈丽芬表示，各地发展“夜经济”基础不
同，北方城市只要因地制宜，依托自身禀赋优
势，“冷资源”同样可以迸发“热效应”。

服务“不打烊”，夜间管理更精细

旺盛需求之下，一系列促进“夜经济”发展
的政策相继出台。北京出台 13 条具体措施，
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上海设立“夜间区长”
“夜生活首席执行官”；成都出台加快建设国际
消费城市行动计划；西安提出构建“品牌化、全
域化、特色化、国际化”西安夜游经济……

火热“夜经济”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不小
考验。如何解决百姓夜晚出门的“后顾之忧”？
记者调研发现，过去一年来，各地不断完善城
市服务保障，夜间管理越来越精细、贴心。

沈阳 12月上线动态巴士服务项目“滴滴
公交”，将传统巴士与共享约车相结合，公交
车不必按固定站点运营，满足市民夜间便利
出行需求；长沙市天心区成立夜间经济服务
中心，通过设立“夜间管家”、开通“夜经济”公
共服务热线等，及时协调处理各类问题，为夜
间消费活动提供保障……

政府“卖力”做好服务，商家也在积极行
动。在上海静安区大沽路，不到 500 米的街道
上，集聚了来自 16个国家和地区的 70多家商
户。过去由于商居关系紧张，这里最高月投诉
曾超过百件。关键时刻，商户成立“自治委员
会”，制定公约、自我管理，每晚 11点自觉结束
外摆位，降低噪音，成为和谐商居关系的模范。

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会长齐晓斋指出，随
着一些城市“夜经济”发展进入“2 . 0 版”，发展
“夜经济”不仅为了刺激消费，更代表城市夜生
活的文化和魅力。在鼓励更多夜间新业态的
同时，也要完善配套设施，平衡民众诉求，重
点打造形成产业生态的夜间经济新地标。

“夜经济”火了，“夜中国”亮了

▲ 12 月 25 日，居民在高安市筠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下棋。近年来，江西省高安市将社
区居家养老列为民生改革重点，通过提供就餐入住、医疗保健等服务，让老人们乐享晚年。截至
2019 年 11 月，高安市已建成 288 家城乡社区（村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新“夜”态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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