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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和档案等事业

深入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

完善网络综合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保基本、兜底线职
责，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

坚行动，强化易地搬迁后续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

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建立健全

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让脱贫成

果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

深化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农垦、供销社等改革，促进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培养用好乡村人才

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充电桩、冷链物流、寄递配送设

施建设，加大农房抗震改造力度，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强财税、金融等政

策对稳就业的支持，加大促就业专项政策力度

□ 适应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养老照护等领

域人才需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规模，努力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

落实和完善稳岗返还、专项贷款、就业和社保补贴等政策，加强对就业容量大的行业企业支持

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170万人，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帮扶

分类完善灵活就业服务保障措施，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完善劳动关系协

商协调机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继续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

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制

度，强化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落实和完善异地就医结算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以患者为中心改

善医疗服务，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 着眼推进分级诊疗，引导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基层，加强县乡村医疗服务协同

联动，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常见

病用药种类

□ 加快补齐儿科、老年医学、精神卫

生、医疗护理等服务短板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 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

生运动，筑牢人民群众健康防线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做好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救助

加强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完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政策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统筹防止返贫和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把

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织密扎牢

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加大农村养老服务补短板力度加强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优化生育假期制度，完善经营主体用工成本合理

共担机制，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服务水平

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加大体育改革力度

做好2024年奥运会、残奥会备战参赛工作

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体育设

施，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政

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培育发展县域经济，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中村改造，加快完善地

下管网，推动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等难题，加强无障碍、适老化设施建设，打造宜居、

智慧、韧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