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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医疗、养老、教育……2024
年，你对生活有哪些期待？近期，中
央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制定
一系列民生工作任务目标。

新的一年，这些民生举措将如何
影响你我生活？记者带你一起来看
看。

就业：重中之重抓好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牵动着千
家万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进一
步挖掘岗位潜力，健全就业产业协
同联动体系，深化“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就业创业扬帆计划，启动先
进制造业促就业行动，扩展数字经
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空
间。

2024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再
创新高，达1179万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把高校
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全力拓
展就业岗位，构建衔接校内外的服
务体系，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都可
以享受到均等便捷的基本公共服
务。

财政部将统筹运用税费减免、社
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多渠道支
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继
续支持实施“特岗计划”“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等项目，对高校毕业
生到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等基
层单位就业的，落实好学费补偿等政
策。

住房：加快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农民工住房问题

前不久，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新
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安居是
人民幸福的基点。为人民群众建造
好房子，提高住房品质，打造宜居、韧
性、智慧城市，是 2024年住建工作的
重点。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说，要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立“人、
房、地、钱”要素联动的新机制，完善
房屋从开发建设到维护使用的全生
命周期基础性制度，加快解决新市
民、青年人、农民工住房问题，下力气
建设好房子。

城市更新关系百姓切身利益，住
房城乡建设部在这方面也有新部署：

要研究建立城市设计制度，再改
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重点解决加装
电梯平层入户、停车难等问题，建设
一批完整社区，补齐一老一幼等设施
短板，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
改造，打造一批儿童友好空间建设样
板。

医保：进一步减轻老百姓医疗
费用负担

梳理2023年健康中国的百姓“账
本”可以发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三重制度保障，惠及群众门
诊、住院就医超 1.5 亿人次，减负超
1700亿元。很多人关心，医疗费用负
担能否进一步减轻？

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透出
好消息：2024 年将开展新批次国家

组织药品耗材集采，做好集采中选
品种协议期满接续，实现国家和省
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至少达到 500
个。

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精
准减轻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推进
挂网药品价格专项治理，探索药品价
格形成新机制；落实医保经办政务服
务事项清单，推动更多医保公共服务
事项线上办……2024 年，医保减负

“组合拳”将不断落地。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

钱”，必须用在刀刃上，花在明白处。
国家医保局将强化基金监管高压态
势，发挥好治理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

“探照灯”作用，联合多部门聚焦重点
领域开展专项治理。重点关注矛盾
突出的项目价格，开展大型设备检查
价格专项治理。

教育：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加公
平和优质的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24年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夯实基
础教育基点。做好学龄人口摸底预
测，抓紧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
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城乡一体
推进教育资源规划和布局，更好满足
群众上好学的需求。

义务教育突出“优质均衡”和“城
乡一体化”，城镇已有优质学校要挖
潜扩容，新优质学校要加快成长，通
过教联体、共同体、集团校等方式加
强薄弱学校改进，办好家门口每一所
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将向欠发达地
区、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持续输送，为

每个孩子提供更加公平和优质的教
育。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对务工
人员子女、流动人口、残疾儿童等群
体学生权益，要关注到、保障好，健全
入学升学制度。对留守儿童、家庭困
难学生等要完善覆盖全学段的学生
资助体系，加强学业帮扶，并给予足
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养老：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
我国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近 3亿人，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
加深，养老服务需求旺盛。

如何更好保障“老有所养”？不
久前，国家出台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
展的专门文件。针对老年人的急难
愁盼，提出一系列切实措施。

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也给出答案：
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加快推进
养老服务立法，不断增进老年人福
祉。

失能失智老年人、中低收入群体
是重点关注人群。民政部将动态调
整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指导地方
落实清单制度，实施好经济困难失能
老年人集中照护、孤寡老年人探访关
爱、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织密织
牢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

调查显示，在我国，九成以上老
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

推动养老服务进社区、进家庭；
组织实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提升行动，健全相关规范标准，抓好
示范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
……立足实际，今年民政部门将努力

让老人享受到更加普惠和实惠的服
务。

消费：品质再升级 体验更丰富
“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正在

举行、“2024 全国网上年货节”启动
……新年伊始，商务部门创新举办各
类特色活动，节日消费氛围越来越
浓。

全国商务工作会议明确，2024年
将推动消费持续扩大，完善市场和流
通体系。以“消费促进年”为主线，办
好各类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潜能，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稳定和扩大传统
消费，推进服务消费品质升级。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商务部将着
力促进汽车、家电、家居、餐饮等重点
消费。

比如，汽车方面，将持续推动新
能源汽车下乡，推动汽车赛事、房车
露营等后市场发展，全链条促进汽车
消费；家居方面，将聚焦绿色、智能、
适老，加快释放家居消费潜力。还将
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推动餐饮业
高质量发展。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多地旅游热
潮涌动。2024年，文旅部门将释放政
策红利，延续旅游业恢复发展、高质
量发展良好态势，不断丰富优质旅游
产品供给。

“米袋子”“菜篮子”：稳产保
供守护“舌尖上的幸福”

2023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大豆面积产量双增、自给率继续有所
提高，肉蛋奶、棉油糖、果菜鱼供给充

足、质量安全有保障。2024年，粮食
饭碗如何端得更牢？百姓餐桌会否
更丰富？

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确保2024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
斤以上；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全国农业农村厅
局长会议释放出稳产保供的强烈信
号。

为了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
更舒心、更放心，农业农村部将优化
生猪产能调控机制，促进奶业产需平
衡，推动蔬菜水果等均衡供应，加快
发展深远海养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

兜底保障：让困难群众感受到
更多温暖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衣食冷
暖。新的一年，民政部将完善制度措
施，保障好困难老年人、儿童、残疾人
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同时，推进防止
返贫帮扶政策和低收入人口常态化
帮扶政策衔接并轨，坚决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在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方面，将
聚焦困境儿童，特别是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加大
关爱保障力度，为儿童成长创造更好
条件。

此外，民政部将制定发展服务
类社会救助政策措施，推动社会救
助由资金救助、实物救助向服务救
助拓展，及时回应救助对象的多元
需求。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保交楼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保的
是民生，稳定的是民心。2023年底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
经济工作时指出，“做好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工作”。

近期，新华社记者走访多地，实
地了解保交楼情况。记者在调研中
看到，多数项目已复工续建，一幢幢
楼房重启建成、陆续交房，越来越多
期盼已久的群众乔迁新居。对于一
些困难较多的项目，各地也在千方百
计推进项目建设、回应群众关切。

全力推进
保交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湖北黄石最后一个保交楼项目
东楚御景近日完成了交付，记者跟
着业主曾冬到新房看他进行最后验
收。

“除了细节上有一点瑕疵，总体
上我对房子挺满意的，悬着的心总算
放下了。”曾冬检查完各个房间后对
记者说。在后续随访中他告诉记者，
2023年12月中下旬，开发商通知可以
随时去办理房产证，他打算春节过后
去办理，并计划今年搬进去住。

一个个项目背后，是成千上万业
主的殷切期盼。湖北省黄石市住建
局副局长程超说，随着东楚御景项目
的交付，黄石市保交楼项目交付率达
到 100%，共交付住房 8489套，并能够
100%实现交房即办证。

在云南昆明，多次停工的学府康
城一期项目 1650套房屋近日完成了
交付。

“项目多次停工，直到国家支持
资金进来后，项目施工才加快运转起
来，等待一年的延期后我们终于拿到
了新房。”业主王先生说。

王先生所说的国家支持资金是
202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联合推出的保交
楼专项借款。

近两年来，部分房企出现债务违
约风险、一些在建项目逾期难交付。
2022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
出“保交楼、稳民生”。此后，国家层
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安排 3500亿元专
项借款撬动，并鼓励商业银行配套支

持贷款跟进，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
宅项目建设交付。

各部门加大保交楼工作支持力
度，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近
期，住房城乡建设部、金融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的通知，更加精准支持房地产项
目合理融资需求。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地
狠抓落实，推动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保交楼专项借款项目总体
复工率达到 99.9%。截至 2023年末，
350 万套保交楼项目已实现交付超
300万套，交付率超过86%。

该负责人表示，保交楼工作的顺
利推进，带动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进
度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约 10 亿平方
米，增长 17%。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7.2亿平方米，增长17.2%。

多管齐下
复工打好“攻坚战”

各地保交楼项目复工复产，首当
其冲要面临两道“关卡”：项目筹资难
题、债务纠纷处置问题。

记者近期在湖南省株洲市采访
了解到，株洲市保交楼最难啃的“硬
骨头”之一，是华晨公司项目。

两年前，华晨公司一度深陷负债
泥潭，关联诉讼导致账户被冻结，11
个在建项目停工不能交房，各类矛盾
交织，产生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
应”。

业主说——“我的婚房怎么办！”
“攒了大半辈子的钱难道要打水漂？
我们就等着这套房呢！”

建筑商说——“我们再也不敢往
项目里填一分钱了！”“拖欠的材料钱
不到位，我们绝不开工！”

面对华晨公司危局，株洲市积极
制定实施相关融资方案，多管齐下采
取措施后，华晨公司有效解决资金问
题，目前在株洲、长沙的多个项目已

全部复工。
记者在调研中观察到，做好保交

楼工作，需对风险项目做到早发现、
早研判、早介入，及早制定时间表、路
线图。

一方面，保资产、筹资金，为项目
复工建设“输血造血”。以专项借款
为撬动，协调新增配套融资；对涉嫌
挪用、恶意抽逃资金等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依规开展立案侦查，及时追
回相关资金用于后续建设；通过项目
兼并购、存量房销售等方式加大资产
处置力度，筹措复工所需资金；督促
开发企业加速回笼分期付款等在途
资金，确保筹措资金与建设进度相匹
配。

另一方面，“新老划断”清除复工
“绊脚石”。保交楼项目所面临的复
杂债务纠纷是复工的一大“拦路
虎”。湖北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
管处处长李剑等多位保交楼工作人
员向记者表示，“让施工单位在没有
结清旧账的情况下复工是非常困难
的，但一直陷在前期债务纠纷中，后
面的损失会更大。”很多地方采取购
买保交楼项目、争取配套融资等措
施保障建设资金，消除施工方顾虑，
保证复工后按工程进度付款，并严
格落实资金闭环管理要求，做到专
款专用。

力保交付
合力啃下“硬骨头”

在重庆大渡口区绿地城四五号
地块项目、两江新区中国摩项目，记
者在智慧工地视频系统中看到，项目
施工人数、项目建设进度等信息在大
屏幕上一一显示。专班工作人员的
工作就是每天核查这些信息，并到各
个工地进行相应巡查。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巡查方式
来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切实做到全复

工、开满工。”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开
发处处长黄玉官说，市专班与区县政
府负责人签订《保交楼稳民生责任
书》，通过“一通报、二约谈、三考核”
方式进一步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交付。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每个项目
的情况千差万别，精准施策很重要。
在各地保交楼工作中，许多地方对全
部项目进行摸底，并成立工作专班，
实行高位推动，强化组织领导和部门
协同，压实责任链条。

彻底完成好保交楼任务需要克
服不少困难。针对一些保交楼项目
存在的由于债权债务纠纷，拒不配合
验收备案、无法办理产权证的问题，
不少地方拿出了“容缺验收、容缺办
证”的办法。

在福建连城，恒大悦澜湾项目分
三期建设，其中一、二期已于去年6月
份完成建设，但由于相关款项未支付
清楚等问题，五方责任主体不配合工
程质量竣工验收，导致项目竣工验收
及产权证办理推进困难。

连城遇到的“拦路虎”代表了各
地保交楼项目在交付过程中遇到的
普遍困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
地正在千方百计寻求解决问题的方
案。安徽等地采用“容缺办理”方式，
对交付的项目实行“交房即办证”。
连城采取“鉴定交付”的验收模式，由
建设单位委托鉴定机构对一、二期每
一个已完工的单位工程进行结构安
全性鉴定，并用鉴定报告代替五方责
任主体确认的工程质量验收报告。
对于其他专项验收如消防、规划、人
防、档案等方面则采取分期分批的容
缺验收方式。

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浦湛说，各方全力以赴推进
保交楼工作，这对保障购房人权益、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修复购
房者信心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
用。2024 年，保交楼工作进入攻坚
期，仍需各方站在政治高度，群策群
力、攻坚克难，把最后的“硬骨头”解
决好，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
好。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就业、医疗、养老、教育……

中央部委2024年“民生清单”来了
新华社记者

精准发力保交楼
——2024年开年经济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郁琼源 苏晓洲 王自宸 宋立崑 林碧锋

公告栏

停气通告

遗失声明

各类遗失声明、房产声明收
费标准：按照标题60元/行（8字
以内），正文30元/行（13字以内）
收取，不足13个字，按1行收取。

登报地址：鼓楼区小柳路85
号2楼福州日报广告刊登处

热线电话：0591-83721111

认尸启示
2021 年

2月 24日 15
时 22 分许，
文武砂海防
派出所接群
众报警称：

在文武砂镇大东湖东山桥山力
公司，河里发现一具浮尸（具体
身份信息不详）。经勘验，该具
男性浮尸身高约 172cm，足长约

●罗源县松山镇前房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3910049995501，账
号 ：9011013010010000018775，
声明作废。
●郑作建遗失渔业船员三级轮
机长职务证书，编号：350122196
611251509，声明作废。
●林云、郑娟凤夫妇遗失其子
林沐凡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日期：2018年 9月 19日；出生证
编号：R350793255），声明作废。

●福清市高山恢豪废品店遗失
福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3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
0181MA8RR4YQ3Q，声明作废。
●冯振祥遗失与福州市仓山区
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签订的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NO：SCJJG-080134，声明作废。
●父亲：林益山，母亲：林晶。
其子:林圣煜，2012 年 11 月 23
日由福州市第一医院签发的编
号：M350214558的出生医学证
明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声明：李顺在福州市仓山区
城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权），于 2017年 7月被列
入东部新城 2号农民新村地块
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
面积：103.52㎡。李顺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签订编号：DBXC-
2108《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书》，安置面积：45㎡，安置于中
建香樟南岸 8#楼 1005单元，现
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
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
置房权属登记至李顺名下。如
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
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
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
出并提起诉讼。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
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出异议
并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

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
声明人：李顺

2024年1月25日
●声明：林金容在福州市仓山
区城门镇樟岚村 120号自建房
屋一幢（无产权），于 2017 年 7
月被列入东部新城 2号农民新
村地块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
权建筑面积：114.22㎡。林金容
于 2017年 7月 29日签订编号：
DBXC-3101《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书》，安置面积：90㎡，安
置于中建香樟南岸 8#楼 603单
元、8#楼 605单元，现安置房已
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声
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至林金容名下。如有异议
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
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并提
起诉讼。若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出异议并提
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
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

声明人：林金容
2024年1月25日

尊敬的用户：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年

1月 27日 8:30至 11:00进行，届
时儿童公园路以北、广达路以
东、五一路以西（五一路东侧运
通大厦除外）、古田路以南等周
边片区停止供气。请用户关闭

阀门，注意用气安全。
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如发现问题请及时联
系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4日

25cm，黑色短发，上身外穿灰色
毛衣，内穿红色 T恤，下身外穿
蓝色牛仔裤，内穿黑色内裤，腰
系黑色皮带，双脚赤足。

如有相关人口走失、失踪
等情况，请与我单位联系。

联系电话：0591-28786110
文武砂海防派出所
2024年1月25日

这是1月24日拍摄的湖北黄石保交楼项目东楚御景。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