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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住”，还要“过得好”
一纸户籍里的“民生温度”

新华社记者熊丰、毛鑫

今年 1 月，44 岁的邓凤娇从民警手中接
过崭新的户口簿，这时距她辞别故乡“闯广
州”已过去了 21 年。

从申领暂住证，到拿到居住证，再到如今以
积分落户拥有广州户口，21 年里，证件在方寸
间更迭，见证着她融入这座城市的步步足印。

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亿万个“邓凤娇”
来到城市、耕耘梦想；而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他们终于梦圆城市、落户安家。

一纸户籍，事关悠悠民生，也牵动着总书
记的心。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
议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
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
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

自此，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大幕拉开，改
革“鼓点”密集敲响——

2014 年 7 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的意见》印发；2016 年 1 月，《居住证
暂行条例》施行；2016 年 9 月，《推动 1 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发布……

蹄疾步稳、久久为功，亿万群众关心的难
点、痛点问题在改革中得到解决。

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延
续半个多世纪的“农转非”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放宽，人口流动的
户籍障碍基本消除。半个多世纪，横亘在城乡

之间的户籍二元化壁垒终于被打破。
户籍制度改革的破题，极大推动了新型

城镇化进程。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
标提前完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3 年的
35.93% 提高到 2019 年的 44.38% 。

事非经过不知难。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许多福利待遇与
户籍制度长期挂钩、难以剥离；各类群体利益
诉求多元多样、难以协调。

从中小城镇开始，推及全国多地，最后
“包抄”特大型中心城市；以居住证促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积分落户畅通更公平
通道……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下足“绣花”
功夫，将顶层设计一项项落实到“最后一公
里”，破难题、蹚新路，改革路径清晰可辨。

为人民而改革，必须深切读懂人民期盼。
长期以来，以“80 后”“90 后”为主体的新生

代农民工，身在城市却没有归属，渴望融入却不
被接纳，身份差异像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随着《居住证暂行条例》在 2016 年全面
实施，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机制不断完善。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已发放
居住证超过 1 亿张。

为人民而改革，还要充分尊重人民意愿。
各地根据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定具

体办法，让群众了解不同城市的落户条件，合
理安排自己的未来。同时，完善改革配套政
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三权”，让他们安
心进城。 （下转 5 版）

白，圣洁而高尚的色彩。8 月
19 日，第三个中国医师节，我们
向以白衣作战袍的英雄们致敬！

越是艰险越向前。在过去的
200 多个日夜，他们在抗疫一线
书写精诚大爱，以生命守护生命，
以生命之名护佑人民健康，成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火线上的中
流砥柱”。

在这场影响世界的重大公共
卫生危机中，中国医务工作者同
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以专业素
养和人道主义精神赢得世界
赞誉。

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

誓言：主动请缨，他们

以仁心践行使命

“你怎么就去了武汉？”
“那时候我被告知武汉疫情

严重，特别缺能带队的 ICU 医
生，觉得自己过去能干点事，就去
了。”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姜利在武汉奋战了 3
个多月。大年初一，姜利就进入了
武汉疫情“暴风眼”——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

她被问过多次，“你害怕吗？”
“还是有一点害怕的吧？”

她总是回答，“还行吧。”
因为，作为一名医生，她没有

时间恐惧，所有的关注都在病人
身上，“来不及恐惧”。

当未知病毒来袭，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主动请缨，率先站在抗
疫一线。

报名战“疫”，一名有着 15 年
党龄的主任医师写下申请书——“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从年初奔赴武汉参加战“疫”到“家门口”请缨前往救治
一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石晓卉又一次主动请战；

三次出征，从湖北武汉到黑龙江绥芬河，再到新疆乌鲁
木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一线战“疫”
126 天，这样的“战时”状态对他早已是家常便饭；

“我先上”“若有战，召必回”“说上就上”……正是怀着
救死扶伤的坚定信念，广大医务工作者心手相牵、并肩作
战，率先构筑起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坚固防线。

他们，用行动守护着医者誓言，用行动诠释着党员的
担当。

哪里最危险，党员医务工作者就战斗在哪里。疫情面
前，他们冲在前头，第一时间扑身战“疫”一线。

“我是党员，我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大年初一，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罗凤鸣就带
着 21 人的队伍，逆行而上，直抵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在疫情前线，还有一种光荣叫“火线入党”！
农历大年初一，正在援藏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医生徐永昊响应组织召唤返回广州，来不及
休整，就马不停蹄投入到抗疫斗争中。在抗击疫情一线，他
再一次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现在是烈火炼真金、危难见
真情的时候，正需要党员站出来了！”

阻击疫情，“白衣战士”们用迎难而上的选择，诠释初心
使命。

火线：坚守一线，在生与死的“战场”绝不后退

最危险的地方，有着无惧风险的主动请缨，更有着挺立
一线的孜孜坚守。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
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疫情暴发以来，身患绝症渐冻
症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与时间“赛跑”，把冲锋在
前视为自己的本职。近日，他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

人们不会忘记，防控一线，他日夜辛劳，为重症患者抢出
了“生命通道”；危急时刻，他身先士卒，向着最危险处“逆
行”，带领金银潭医院干部职工始终奋战在最危险的“红区”。

迎战疫情，还有无数个奋战一线的“张定宇”让人们感
动、泪目。

一名 86 岁的医生说，坐着轮椅也要上前线，“一辈子，
不就为了几个病人”；“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个人觉得不需
要告诉，本来处处都是战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女医生张
旃书写了“现代版《与夫书》”；“一场硬仗，各位多保重，共
勉！”一名医生的朋友圈令人落泪；听说同行好友连日救治
重症患者感染病危，一名医生泣不成声，但他说，同事倒下
了，病人还得继续救……

——坚守！战场在哪里，他们就战斗在哪里。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六亿
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驰援湖北、赶赴绥芬河、转战舒兰，在
第一线战斗了 136 天，经常一天就要奔波于多个地方。

全国各地和军队的 346支医疗队、42600 名医务工作
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包括多名院士在内的呼吸科和传染
科专家、全国 10% 的重症医务工作者奋战在“主战场”武
汉。此次医疗支援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

——坚守！人民在哪里，他们就守护在哪里。武汉市武
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一直战斗在临床一线，带领全院职工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他常常工作到凌晨，和职工一道连夜加班
改造病区、腾挪病房、进行病房分区，连续多日疲劳作战的
他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牺牲，年仅 51 岁。

“湖北加油”“中国加油”“逆行不独行”“别害怕，我们一
直都在”……阻击疫情一线，这些“白衣战士”们写在“战袍”
上的暖心话语，写下的不只是承诺与期盼，更是直抵人心的
人间大爱。

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从开展社区流调筛查、进驻方舱医院到重症救治、科技

攻关、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衣战士”始终发挥着火线上
中流砥柱的作用，像钉子一样坚守阵地，扼住病魔的咽喉，
绝不后退半步。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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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 城 市 乘 风 破 浪 的 底 气
“95 后”农民工苏州落户记

总书记推动的改革身边事 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篇

新华社南京 8 月 19 日电（记者刘巍巍、陈
圣炜）江南酷暑，热浪蒸腾。步入江苏省苏州市
吴中区城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阵清爽感扑
面而来。占地约 500 平方米的大厅宽敞明亮，9
个柜台式服务窗口前，市民有序排队、咨询、办
事，墙上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着便民信息和
叫号提醒。

来苏州务工多年的罗莉难掩期待之情，小
心翼翼地将身份证、户口簿、积分入户准入卡、
不动产权证书等落户材料交给工作人员，静静
等待审核。

伴随着红色印章落下的清脆哒哒声，罗莉
如释重负。“出门前还担心材料不齐，没想到 5
分钟就办妥了。”罗莉说，从这一刻起，自己算是
真正在苏州扎下了根。

罗莉 1995 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的偏远
山区，全家世代务农，她是家族中第一个尝试走
出深山的人。

2012 年，中专毕业的罗莉背起行囊，搭乘
东行的列车，只身来到苏州闯荡。

干餐饮、站前台、做后勤……“川妹子”罗莉
爽朗干练，很快便适应城市的工作氛围和生活
节奏。眼下，她在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日子
逐渐有了起色。

在朋友眼中，罗莉是一名“老苏州”。在当地
生活了 8 年多，她对这座城市的“脾气”和“味
道”了然于胸。

但在罗莉看来，自己依然是个异乡人。“没
户口就没有归属感，仿佛依然格格不入。”一丝
落寞之情从罗莉眼中闪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劳动年
龄人口总量近 9 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数量

约 1.74 亿人。
“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的建设者，要让这些

农业转移人口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红利。”江苏省
农科院农经所所长朱方林说，城乡融合发展的
根本方向，决定了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今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0 年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鼓励有条件的大城市取消进城就业 5 年以上
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
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等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在经济大市苏州，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尤其
庞大。苏州市公安局统计显示，该市流动人口
连续多年超过 800万人，大于户籍人口数量。

不能让建设者流汗又流泪。
早在 2016 年，苏州便探索推行积分落户

制度。苏州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四大队大
队长叶伟告诉记者，相比高学历人才，农民工
群体落户难度更大，积分落户制度为他们开
辟了一条新通道。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精
神，苏州在积分落户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向农
民工群体倾斜，“连续居住年限”和“缴纳社保
年限”在计分标准中分值占比最高，拿满分可
达 300 分和 500 分。

“我通过‘连续居住年限’和‘缴纳社保年
限’，共获得了近 600 分。”罗莉说，加上“技能
证书”积分和“社会服务”积分，积分落户不再
遥不可及。

为方便流动人口及时掌握积分落户政
策，苏州市推出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微信公众
号，定期发布各类公告、友情提示、政策解读
等信息。 （下转 5 版）

本报记者董小红、陈地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在成都开幕。当前，成都
秉承“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的理念，各项
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所有场馆
预计明年 4月底前竣工，各项工作紧锣密鼓
推进中。

“办好大运会，激活一座城”——以举
办大运会为契机，成都正全面提升城市综
合竞争能力和社区生活品质，带给市民认
同感和归属感。

筹备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所有

场馆明年 4 月底前完工

工人们正在进行吊顶、管线排布，在日
光的照射下，整个体育场熠熠生辉，现场一
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作为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正圆形体育
场，“飞碟”的造型更是独树一帜，备受关注

的大运会主场馆东安湖体育公园预计明年 4
月竣工。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体育馆外形宛若
“飞碟”，栩栩如生，其“一场三馆”通过室外展
场、下沉广场、亲水平台等串联交互，融为一
体，与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和谐共生”的
理念相呼应，体育场屋面还设计了约 44.5 米
宽的“太阳神鸟”图案。

目前，大运会场馆建设均在有条不紊持
续推进中。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运动员村是大运会的核心场馆之一，占地
面积 8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6 万平方米，由
居住区、运行区、国际区、交通区 4 部分组成。

该场馆于 2019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3 月完成建设。记者了解到，大运村位于成
都市主城区东部，在成都大学校园内，西距市
中心 12 公里，东南距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46
公里，西南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26 公里，南
距东安湖主体育场 12 公里。

大运会成都大学项目指挥部综合协调组

相关负责人王涛介绍，组委会在成都大学校
园基础上，充分利用学校原有的学生宿舍、餐
厅、篮球场、田径场、教学楼、图书馆等约 28
万平方米空间，新建代表团公寓、游泳馆、田
径场、综合服务大楼、行政保障大楼、医疗大
楼等 38 万平方米。

驻地政府将为大运村提供“两路一备”的
水、电、气等能源保障，实现 5G 与 Wi-Fi 6
“双千兆”通讯与无线网络覆盖，建立 4K 或
8K 高清直播频道实时播放赛场动态，建立
24 小时无人值守 AI 超市，建设高响应的决
策支持系统。组委会还将在赛后把大运村作
为遗产无偿交付成都大学，加快将其建设成
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应用型城市大学。

王涛介绍，在交通方面，大运村内设有交
通指挥枢纽中心，专门对车辆的调度进行实
时指挥，旁边的停车场可以同时容纳 1500 多
辆接驳车停放，运动员可以在此直接坐车前
往整个大运会期间的各个场馆。

（下转 7 版）

“办好大运会，激活一座城”
2021 成都大运会倒计时一周年记

新华社南宁 8 月
19 日电（记者雷嘉兴、
黄庆刚）“手绘明信片
1 5 元一套……”坐在
自家店里，陈武侃手
拿画笔，在一张明信
片上一笔笔描绘着村
落的建筑，时不时抬
头 冲 着 门 外 吆 喝 一
声，吸引了不少游客
进店参观。

在广西玉林市玉
州区仁东镇鹏垌村，村
民陈武侃开了一家店
铺，专门出售自己手绘
的村落明信片。“之前
村里很多住房荒废，看
着很萧条。现在发展乡
村旅游后，村子逐渐恢
复了生机，我也看到了
创业的希望。”陈武侃
说，他从小喜欢绘画，
经常研究各种绘画书
籍，如今学习绘画已有
20 多年。2013 年他辞
去外面的工作返回家
乡，借着乡村振兴的契
机，开启了村落明信片
的创业之路。他喜欢把
村里不同的景色画到
明信片上，各种建筑的
素描画像记录着村里
的历史，也见证着乡村
的变化。

古朴民居、青石板
路……鹏垌村始建于

明朝弘治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现
在仍有不少明清古建筑留存村中。为延续乡村
历史文脉，推动文旅发展，鹏垌村保留原有的
明清历史古迹，道路、绿化、排水排污等配套设
施逐步完善。仁东镇党委书记谢湛华说，鹏垌
村通过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对古民居进行修
缮和保护改造，挖掘自身历史文化价值，走出
了一条“文化+旅游”的新路子。“让村落看得见
变化，让村民挣得到收入，让年轻人留得下
来。”

山水“甲天下”，文化醉游人。近年来，有着
良好生态优势和独特文化资源的广西大力推进
乡村建设，力促文旅融合，在人居环境改善、乡
村旅游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释放综
合效应。行走在八桂乡村间，一个个生态美、文
化活、旅游火的村庄美不胜收。

在贵港市覃塘区，3000 余亩荷塘一望无
际，竞相开放的荷花迎风摇曳。“盛开的荷花
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游玩，我在村里开的餐
饮店生意也越来越好。”村民覃绍信所在的覃
塘区覃塘街道龙凤村位于荷美覃塘景区内。
随着乡村生态旅游的兴起，他逐渐尝到了“甜
头”。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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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9 日拍摄的开启泄洪深孔泄洪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时水情显示，8 月 19 日 12 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涨至 72000 立
方米每秒，超过建库以来最大值。针对当前汛情形势，水利部 19 日 9 时将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说，
长江上游发生 1981 年以来最大洪水，预计 20 日三峡水库将出现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峰 76000 立方米每秒。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三三 峡峡 入入 库库 流流 量量 超超 过过 建建 库库 以以 来来 最最 大大 值值

雨后初晴，湖北省利川市毛坝镇楠木村云海
涌动，山峰、森林和村庄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美若
画卷（8 月 19 日摄）。 新华社发（杨顺丕摄）

云 海 涌 动 似 画 卷
近日，广西柳州天气晴好，柳江清澈碧绿，成为

市区一道靓丽的风景（8 月 16 日摄）。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一 江 碧 水 入 画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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