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民生改革十大看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
的一个新起点。

１５

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
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
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

人口计生政策重大调整：启
动“单独二胎”

【百姓视角】媒体工作者小王看到消
息后第一时间向妻子“报喜”：“我们可以
生二胎了！”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受访者
大都支持这一政策调整。

【决定看点】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
策，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
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逐步调整完善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解读】“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完
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低生育水平，又
要考虑民众意愿， 还有经济社会发展等因
素。启动‘单独二胎’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

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

户改瞄准破除城乡壁垒，大
小城市门槛“高低有别”

【百姓视角】北京朝阳区的“群租客”

小黎回老家就业的想法更坚定了一些：

“大城市很难落户， 小城市可能机会更
多！”北京市常住人口中，每

３

个人里就有
１

个是外来人口。

【决定看点】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
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
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解读】“不放开不合理，全部放开不
现实，户籍政策大门要开，但又要防止一
下挤破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
阳淞说，“‘松紧有别’的落户制度既能满
足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增强产业发展、增
加活力的需求， 也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人
满为患的现状。”

探索统考减少科目， 高考打
破“一考定终身”

【百姓视角】北京
１０１

中学高一学生

小杨平时成绩不是很稳定， 一向担心高
考发挥失利的他对决定意见很期待：“机
会越多，负担越小，希望越大！”

【决定看点】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
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
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探索全国统考减
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
考试一年多考。

【解读】“决定内容一针扎到现行考
试体制的弊端，是打破‘分数决定命运’

现状的需要， 也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需
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说，“改
革将高考从‘指挥棒’变成‘服务器’，从
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专
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 学校和学生选择
权都会扩大。”

推进资源价改，民生必需品加
大“人文关怀”

【百姓视角】西安市民张女士家去年
天然气开销为

９００

多元，她担心资源价改
后花销再加大。

【决定看点】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
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

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
环节价格。

【解读】“重点领域资源性产品价格
改革，既保障稳定供给，又促进了产业结
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国家发展改革委能
源所原所长周大地说，“但水、电、油、气
等也属于民生必需品， 加大对困难群众
补贴，制定科学、公平、人性化的改革方
案是本轮资源价格的应有之举。”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农房
农地能抵押能担保

【百姓视角】安徽淮南市凤台县农民
殷孝英近日很高兴， 因为由政府部门的
人来对她的农房进行测绘及估价， 告诉
她这个房子在银行能值几十万元。 老人
家说把房子卖了就去城里和孩子们相
聚。

【决定看点】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
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
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
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
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
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解读】“决定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平等发展权问题、 市场经济
核心的产权问题， 使我国城乡统筹进入
一个新时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建立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 显示了土地制度改革
的一个方向。”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
进改革：租、卖哪个更划算？

【百姓视角】家住北京宣武门的孙女
士有三套房子，其中两套是

１００

平方米以
上的大户型。 看到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
消息， 她心里打起算盘：“是租出去合适
还是卖了少交点税金划算？”

【决定看点】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加快房地产税立
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解读】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
会长顾云昌说：“全会的提法意味着对整
体房地产税收体系的调整。 对于房地产
税的立法和改革可能涉及到一揽子的增
减调节，而不仅仅是房产税一项。”

社保改革新探索：渐进式延迟
退休

【百姓视角】临近花甲的老干部意气
风发：“还想多干几年！”

５０

多岁的普通职
工却“不想再干了！”多个网络调查显示，

“一线工人盼退与领导干部盼延”的意见
争议比较突出。

【决定看点】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
休年龄政策。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渐进式’既符合
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国情；既是应对老
龄化的措施，又能缓解养老金压力。以前
提‘研究’，这次明确为‘研究制定’，体现
了改革的决心， 意味着延迟退休进入到
实质操作层面。”

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

“契约服务关系”是亮点
【百姓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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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北京居民老王家
门口就有一个社区医院， 但每次不管大
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如果这种‘契约’

关系能像家庭医生一样， 再多些人文关
怀，那就不用再去挤大医院了。”

【决定看点】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综合改革， 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运行机制。 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
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解读】“这次改革特别关注加强基
层医疗力量， 切中了医疗资源‘头重脚
轻’的结构弊病。”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曾益新说，“契约制度一旦建立， 医生便
要负责相关家庭的病史、健康教育、慢性
病预防、大病早期发现等事务。像家庭医
生一样的保健、诊疗在未来是可期的。”

营造创业环境，健全促进就业
创业体制机制

【百姓视角】北京语言大学应届毕业
生小张和几位同学想开办一家翻译公
司， 但十几万元的启动资金却难住了他
们：“希望创业基金能帮忙渡过难关，圆
大家的创业梦。”

【决定看点】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
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

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 实行激励高校
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 整合发展国家和
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

【解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
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说，决定强调
了政府责任，着力破除“拼爹”等就业不
公平制度障碍，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向
上流动。 高校毕业生是创业的生力军，

整合高校就业创业基金将会形成一个
统一的帮扶体系， 有助于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

废除劳教制度，司法保障重大
进步

【百姓视角】“假设：一个犯人，犯罪
轻微、证据不足，可能因一纸行政命令就
劳教一年。而如果证据充分，他可能只需
要判半年，这本身就不公平。”一位法律
专家说。现在，这种不公平可以破除了。

【决定看点】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
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解读】“废除劳教制度是对民意的
回应， 是我国司法保障制度的重大进
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废
除劳教制度而加强法制建设， 是对人权
和司法的尊重。 接下来教育矫正立法将
是改革的关键。”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１６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刘敏周凯
徐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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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革开放历程，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
是解放思想；一个主旨从未改变，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一个特点分外鲜明，那就是不断解放和增强
社会活力。正是这“三个解放”，使我们不断冲破重重观
念障碍，极大释放了社会创造活力，推动中国人民的面
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
史性变化。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
永无止境。“进一步解放思想、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深刻总结了改革
开放

35

年来，以思想引领变革、以创新激发活力的宝贵
经验， 明确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
目的和条件。

在“三个进一步解放”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面对前
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大业，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固步自
封。 没有解放思想， 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
久，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
有解放思想， 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
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
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从真
理标准大讨论，到“姓社姓资”思想交锋，观念的桎梏一
旦突破，就会推动实践获得裂变式发展；而改革在更大
范围的突破， 又为进一步思想解放提供了丰厚资源。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既是解放思
想的价值取向，也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现实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三个进一步解放” 相辅相成、 相互促
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进程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实践的力
量。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要为更好地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一
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经济体制， 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促进生产力发展。今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也正是
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以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在更高
起点上解放社会生产力，让发展的空间更广、改革的动
力更强、社会的活力更大。

当然，我们强调解放思想，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
解放思想，而不是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信马由缰；我们
推动增强社会活力， 也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
会活动需要充满活力， 但这种活力必须是有序释放的。

换句话说，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解放思想，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我们明确
方向、判别是非的根本标准，也是我们处理好“三个进一步解放”关系的重要标尺。

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
生产力。以“三个进一步解放”不断改革创新，让我们的制度在创造社会财富上更
有效率，在激发人民活力上更有优势，我们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充分发挥出来，不断坚定“三个自信”，推动中国迈上新的发展高度、引领世界
进步潮流。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