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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规划《建议》里的民生礼包请收好
“钱袋子”更鼓

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建议》明确提出目标，今后五年
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
　　具体举措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
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合
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王程表示，
中央一系列部署安排，将打开提高收
入的“正门”，堵住“偏门”，保障劳动者
合理的待遇和应有的尊严；同时缩小
收入差距，推动实现社会公平。

“饭碗”更稳更好
就业扩容量、提质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建议》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提出扩大就业容量，提
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
者待遇和权益。
　　提高就业质量，顺应了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个人来说，这
意味着未来不仅就业机会更多，还能
收入更高、就业环境更稳，实现更好发
展和工作生活的平衡。
　　《建议》还提出，加快提升劳动者
技能素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无论你是谁，只要怀揣梦想、愿意
提升，未来都有机会掌握一技之长，敲
开就业之门。

重申“房住不炒”
保障性和租赁住房增加供给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建议》再次重申这一定位，透出
重要信息：“房住不炒”不只是短期调
控原则，而且还将成为中长期必须坚
持的政策导向。
　　“房住不炒”，但还是买不起房怎
么办？
　　《建议》给出了“有效增加保障性
住房供给”“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
房政策”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居者有
其屋”，或许未来不再遥远。

你的假期你做主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不久前的国庆、中秋双节重叠，全
国人民享受了一个超长假期。然而集
中出行导致景点人满为患，引发人们
广泛吐槽。想“带薪休假+错峰出行”，
在不少企事业单位又很难实现。
　　能否实现“你的假期你做主”？
　　《建议》专门提出，完善节假日制
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按照这一要
求，根据劳动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等已有的规定，未来你的休假权或
将得以保障。

“一老一小”管起来
发展普惠性托育、养老服务

　　养老院“一床难求”，幼儿园资源
短 缺 ……“一 老 一 小 ”问 题 让 人 最
心忧。
　　针对“养娃贵”“入园难”等问题，

《建议》紧扣百姓关切，提出增强生育
政策包容性，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普惠
性学前教育，将切实保障每个孩子都
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针对养老难题，《建议》提出，健全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
服务和互助性养老等，为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提供有力支撑。

社保更“惠”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

　　“我只跟第三方公司签了份协议，
没有工伤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受伤
了老了病了怎么办？”外卖骑手李强，
在 北 京 的 大 街 小 巷 奔 忙 时 总 有 些
后怕。
　　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快
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在内的
灵活就业，从业人员高达2亿人，整体
抗风险能力较弱。《建议》明确提出“健
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顺应了人
们的期待，给外卖骑手李强等灵活就
业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建议》还要求，推进社保转移接
续，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

异地就医结算等，这些举措将进一步
织密社会保障之网，给人们提供更快
捷便利的服务。

病有所医
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一边是大医院车水马龙、人满为
患，专家号一“号”难求，一边是大量基
层医疗资源闲置浪费、门庭冷落。
　　针对这一矛盾，《建议》提出，坚持
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
诊疗体系，推广远程医疗等。
　　按照这些举措，优质医疗资源供
给不足、分布不均问题将有望缓解，同
时帮助患者减少跨区就医，降低医疗
负担。

托底更有力
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

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如何为困难群众托底，巩固好脱贫成
果，防止再度返贫？
　　《建议》提出，建立农村低收入人
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财政
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
区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
度。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帮扶残疾
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
　　根据《建议》，我国将在西部地区
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增强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
发展能力。

（据新华社）

  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有哪些事关孩子、房子、钱袋子的
举措？我们帮你拎干货，这份未来5年及15年的民生礼包请收好。

　　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来了。目
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经进入现
场登记阶段，700多万普查人员走入
千家万户，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
整个登记工作将持续到12月10日。
　　人口普查为何把住房情况纳入
普查范围？如何保护普查收集的公
众信息？如何辨别普查人员身份的
真假？围绕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国务院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人。

为何要填报身份证号码？

　　【社会关注】这次普查与第六次全
国人 口 普 查 在 指 标 设 置 上 大 体 相
同，但也有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填报
公民身份证号码。为何要填报身份证
号码？
　　【权威回应】为了提高普查数据质
量，在这次人口普查中首次采集普查
对象的身份证号码。这主要是出于数
据比对的目的，实现普查数据与公安、
卫健等部门行政记录的比对核查，实
际上是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公众对采集身份证号码极其敏
感，我们将对身份证号信息进行保密
处理，普查全流程将加强对公民个人
信息的保护。

为何把住房纳入普查范围？

　　【社会关注】此次普查登记的内容
中包括“住房情况”，甚至有人认为这
是“首次”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为何要
登记住房情况？
　　【权威回应】住房情况的登记，事
实上并非“首次”纳入普查，这只是做
好人口普查的“常规动作”。
　　以房“查人”是世界各国进行人
口普查普遍采用的方法，人口普查
中“查 房”的目的是为了查准人口。
同时，由于人口居住状况是重要的民
生问题，为了解我国人口的总体居住
情况，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开始，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有关居住情
况的指标，主要包括居住状况、生活
设施、房租水平等与人民生活相关的
问题。这次普查进一步完善相关指
标，以便更好反映当前人口的居住
状况。

如何保护收集的公民信息？

　　【社会关注】这次普查登记包括姓
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
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
姻生育、死亡、住房等情况。收集的个
人信息如何保护？会不会成为有关部
门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权威回应】此次普查将采用互联
网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部署，全流
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确保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希望广大社会公
众积极支持参与人口普查，主动配合、
如实填报，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
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
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全国人口
普查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人口普查
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
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作为对人口普
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
得用于人口普查以外的目的。
　　而且，我们将全流程加强对公民

个人信息的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
人向任何机构、单位、个人泄露公民信
息。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
在普查中所知悉的信息必须严格履行
保密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如何防范诈骗行为？

　　【社会关注】普查难道还要收费
吗？如何辨别真假普查人员？近期，
一些地方发生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为名的诈骗案件，公众该如何防范？
　　【权威回应】首先，人口普查不收
取任何费用，千万不要轻信任何以人
口普查为由，索取财物、财产、账号密
码信息、短信验证码的行为。
　　公众要识别真实的普查员身份。
所有普查员必须佩戴证件，证件必须
要有县级及县级以上人口普查办公室
的章。如果看了证件和公章还不能完
全打消疑虑，建议打电话给社区或村
委会工作人员来鉴别普查人员的身
份。另外，人口普查不涉及任何收入
调查。如果有这样的现象，也可以判
断是有问题的。 （据新华社）

为何登记住房情况？如何保护公民信息？
——— 权威部门回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