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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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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干 

      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和国内经济急剧下滑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既可以使让人民群众在保增长中得到实

惠，又有利于实现保增长的目标。 

  保增长必须着力改善民生 

  改善民生是当前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出口明显缩

减，经济运行困难不断增加，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应

对这些困难的冲击，扩大内需成为了当务之急。扩大内需不仅要扩大投资，也要扩大消费。进一步改善民生，不断扩大民生项目投

资，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水平，将会明显促进消费的扩大，不断培育和发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为促

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既是应急之策，更是长远战略。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化了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消费结构失衡被进一步放大，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成为了制约消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有强

烈消费愿望的多数群体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这就需要通过采取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和提高教育、卫生、保障性住房水平等措施，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使

我国经济社会在新的需求结构、需求增长中持续快速发展。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把各项决策部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切实改善

民生，保增长才可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从而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必须着力改善民生。目前我国仍有不少民生问题需要解决，去年突发的自

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改善民生的压力进一步增大。越是经济困难的

时候，越是要高度关注和改善民生。花大力气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在民生领域抓紧办成一批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大

事，事关民心向背和社会安定团结，关乎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直接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只有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切实做好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工作，才

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和信心，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维护社会

稳定。 



  着力改善民生必须突出重点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改善民生保增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切实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多为人民群众

办大事、办实事、办好事，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高度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必须把扩大就业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环节，把扩大就业

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促进全方位就业。坚持以发展促进就业，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

重大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大力开发就业岗位；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商贸服务业、娱乐业和会展、旅游、物流

等新兴服务业，增强各类经济实体吸纳就业的能力。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积极在全广西范围开展全民创业活动，建立健全面向全

体城乡劳动者的政策扶持、创业服务与创业培训相结合的创业工作机制，加强各级创业培训基地建设，抓好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

训，鼓励各类人员自主创业，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当前要高度重视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因经济减速带来的农民工失业问

题，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失业农民工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提供便利条件和相应服务。 

  二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民生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稳步增加居

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调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进一

步加大“三农”工作力度，全面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的支农惠农政策，确保农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

化和农业机械化，做大做强农业传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让广大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受益。抓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加快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继续抓好库

区移民开发工作，积极处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进一步改善库区移民生产生活条件。 

  三是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之福。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进一步扩大社会保

险覆盖面，加快建立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积极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尽快做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

工作，努力解决国有关闭破产企业、困难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华侨农林场职工、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加强城乡困

难群众救济工作，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优抚对象的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

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制度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

疗卫生服务。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扩大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 

  四是继续优先发展教育。教育是民生之基。坚持教育公平、教育公益的原则，积极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切实保障人民受教

育的权益。坚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巩固和发展“两基”攻坚成果，深入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进一步完善贫困家庭学生多元资

助体系，绝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抓好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等项

目工作，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和示范高中建设。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攻坚，加强职业院校建设，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提高

教育质量，不断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教育需求。 

  五是大力加强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服务职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和扩大基

层民主，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统筹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完善村民自治、社区民主管理和企业民主管理，切实

保障基层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努力提高基层民主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坚持开展“大

接访”活动，保证和尊重群众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加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建立权责利相对应的法律追究惩治体系，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 

  （作者系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处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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