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六大数字标注改革“硬任务”

“向深化改革要动力。”

５

日上午，李克
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７７

次提到改革，透
示出政府工作的主旋律。

７．５％

左右的增长率预期目标，将提振
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更为全面深化改
革激发活力和动力。

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 从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 从社会各
界能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
义得以彰显， 报告中的六大关键数字标注
出
２０１４

年的改革“硬任务”。

行政审批改革： 再取消和下放
２００

项以上
【数字】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

自我革命。 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
事项

２００

项以上。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
长蔡达峰：从自身改起，将简政放权作为本
届政府开门大事。减的是权，增的是效，放
得下权力，才能激发起市场的活力。有效的
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把“放”和“管”两
个轮子做圆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车才能跑
起来。

“三农”改革：启动
１

亿亩试点，

发挥深松整地对增产的促进作用
【数字】发挥深松整地对增产的促进作

用，今年启动
１

亿亩试点。坚守耕地红线，确
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

１３

亿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业厅
厅长朱孟洲：尽管我国粮食实现“十连增”，

但背后隐忧不少。 一是有相当数量耕地污
染严重不宜耕种，二是土地“非粮化”倾向
加剧。种植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低，必将危
及粮食安全。要改善土壤质量，就要在农村
改革上做文章：抓紧土地确权，引导承包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 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试点，改革就是要让农民获得更多“土
地红利”。

新型城镇化：解决好“三个
１

亿
人”问题

【数字】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
１

亿人”

问题， 促进约
１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
１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
１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中农办主任陈
锡文：城镇化进程中，“人”不能掉队。城镇
化是稳增长的潜力、调结构的支撑、促改革
的方向和惠民生的手段， 最大的阻力在城
乡二元结构。“三个

１

亿人”目标，就是创造
公平制度环境，比如，剥离户籍背后的隐形
福利，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并轨”，让更多人
通过改革分享“福利蛋糕”，共建共享城市
现代文明。

结构调整： 能源消耗强度要降
低
３．９％

以上
【数字】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

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今
年能源消耗强度要降低

３．９％

以上。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如松：“治污减霾药”其实没少吃，效果
为何难如人意？报告对节能减排、生态保护
着墨多， 提出“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
务”，让人们看到希望。打破治污“一亩三分
地”，走好“全国一盘棋”，启动碳排放交易
权， 运用市场化手段降污， 如此或能缓解
“雾霾中国”的“呼吸之痛”。

医疗改革：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扩大到

１０００

个县
【数字】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

大到
１０００

个县，覆盖农村
５

亿人口。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院长刘玉村：医改之难，就在于涉及政
府与市场、需方与供方、医生与患者、改革
与投入多方利益。再深的水也要趟，报告提
出“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
题”，破除以药补医，巩固全民基本医保，就
是要让人民群众得更多实惠。

债务风险：赤字率稳定在
２．１％

【数字】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随着经济
总量扩大而有所增加， 但赤字率稳定在
２．１％

，体现了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
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数字表明了严控风
险的基调和营造稳定货币环境的必要。在
金融领域鼓励互联网金融等创新，推进利
率市场化改革， 激活了资本市场活力。实
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推出包括存款保
险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防控举措，守住风险
底线， 有利于引导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５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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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日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

民生再次成为关键词。

２０１４

年，在全面深化
改革的背景下， 民生图景将与改革图景相
互交织， 百姓生活将在改革红利的不断释
放中改变。

教育： 更重公平更多农家子
弟上重点高校

【报告】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
人数要再增长

１０％

以上， 使更多的农家子
弟有升学机会。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
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
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 鼓励发展民办
教育。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促进教
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合理配置教育
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 这有助于社会纵向
流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

单独二胎： 落实政策多省市
已推行

【报告】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
摇， 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
个孩子政策。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出台单
独二胎政策，符合时宜，目前这一政策已在
多省市推行，能有效改善家庭人口结构，还
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

养老： 统一城乡居民制度鼓
励企业年金

【报告】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 完善与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办
法。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鼓励
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

【点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我
国目前有四套养老制度，按“身份”划分，将
其逐步并轨是方向， 城乡居民制度统一只
是第一步， 难点是今后与职工养老制度的
并轨。

医疗：补助人均提至
３２０

元中
国式办法解决好世界难题

【报告】完善政府、单位和个人合理分
担的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 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

３２０

元。在
全国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县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

１０００

个县， 覆盖农
村
５

亿人口。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新医改
方案给老百姓看病带来了不少实惠， 但是
与普通老百姓健康需求实际相比仍有一定
差距，还应从药品制度、看大病等方面着力
改革。

住房：建成
４８０

万套保障房中小套型商品房增加
【报告】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今年新开工

７００

万套以上，

其中各类棚户区
４７０

万套以上，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年内基本建成保障
房
４８０

万套，让翘首以待的住房困难群体早日迁入新居。针对不同城市
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房住房供应。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戴天荣：这延续了政府一贯的调控思路，更多
的保障房建成，将有效缓解“住房难”，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
这体现出更加市场化的思路。

“舌尖上的安全”：全方位构建机制“最严”监管
【报告】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

度和可追溯体系， 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
制。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近些年，国家已越来越认识到食品安
全的严峻形势，认识到需要构建机制，利用法律手段保障食品安全，这
三个“最严”彰显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建议提高食品安全违法的处
罚力度。

向污染宣战：重拳治霾务求实效
【报告】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

点，以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

）和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

）治理为突破口……实
行区域联防联控， 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我们要像对贫困
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保障呼吸安全是民生最大期待，这是
一项系统工程，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只有从整体出发研究和处理该区域
的污染问题，才能实现区域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

社会救助：提高低保标准与物价联动
【报告】重点是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水平，

全面实施临时救助制度，为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保障，为人们
创业奋斗解除后顾之忧。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水平挂钩联
动机制。

【点评】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这突出体现政府民生方面的“底线思
维”，着眼于“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社会救助是民生短板，需要
从机制上逐渐完善。

就业与收入分配：就业创业环境要优化收入差距要缩小
【报告】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在事业单位逐步推行绩效工
资，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
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陈乃科：优化就业环境是政府的责任，帮助困
难群体就业更是重中之重。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把低收入者“保”起来，

确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的工资制度，防
止收入差距过大。

户籍改革：落户政策差别化建立居住证制度
【报告】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

有能力、 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
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

【点评】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要有序推进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就必须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阻碍农民进城落户、人口迁
徙定居的户籍制度障碍。同时，要遏止“大城市病”，也确实需要差别化
对待“北上广”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５

日电）

政府工作报告：８条指标“兜底线”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 今年向困难群体倾斜的多项政策措施
引人注目。

一些代表委员审议、讨论报告时表示，

至少有
８

个方面的硬指标，为困难群体建机
制、补短板、兜底线，彰显了“让全体人民过
上好日子”的总体指向。

ＣＰＩ

涨幅控制在
３．５％

左右，让百
姓心里踏实

【报告要点】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
在
３．５％

左右。

【委员点评】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今
年将

ＣＰＩ

目标设置在
３．５％

是比较合理的，

既考虑到前一年物价翘尾的因素， 又能给
资源能源价格调整预留一定的空间。 老百
姓对物价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 控制物价
过快上涨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最大的“踏
实”。物价稳，则民心稳；民心稳，则国家稳。

改危房、修公路、喝上干净水，

让农村短板不再短
【报告要点】改造农村危房

２６０

万户，改
建农村公路

２０

万公里。 今年再解决
６０００

万
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经过今明两年
努力， 要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能喝上干净的
水。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刘嘉坤：相
比城市，农村基础设施还很差、困难群体还
很多。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也说
明建设“美丽乡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潜力
和希望也在农村。危房改造、修公路、解决
饮水安全，都是在弥补农村发展的短板。

脱贫千万人以上， 让贫困不再
代代相传

【报告要点】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１０００

万人以上。

【委员点评】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我
国扶贫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有近

１

亿
扶贫对象，任务仍然非常艰巨。还存在减贫
动力不足、扶贫资源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
“跑冒滴漏”等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
准扶贫，很及时，很有针对性，关键要落到
实处，啃下扶贫“硬骨头”，让更多贫困群众
走上小康之路。

建成保障房
４８０

万套，让困难群
众住有所居

【报告要点】要更大规模加快棚户区改
造，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

年内基本建成保障房
４８０

万套，让翘首以盼
的住房困难群众早日迁入新居。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何健：过去
几年， 房价的持续高涨引起广大群众的不
满， 尤其对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心态产生较

大冲击。政府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市场，但是
加大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却是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务，既可增加房源供给，促进住
房市场结构合理化， 又可平衡中低收入人
群心态，维护社会公平。

贫困农村大学生再增一成，让
“寒门”不“难出贵子”

【报告要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
高校人数要再增长

１０％

以上， 使更多农家
子弟有升学机会。

【委员点评】全国政协委员王康：这两
年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寒门难出贵子”，

针对的就是名牌高校里来自农村的生源减

少的现象。教育公平的背后，关联的是机会
公平、社会公平；努力实现教育均衡化，是
每一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政府工作报
告不仅提出了教育均衡化的努力方向，还
设定了一个

１０％

的硬杠杠， 体现了努力实
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决心。

“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就业，

让“穷人”端上“饭碗”

【报告要点】加大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
帮扶力度，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
就业， 做好淘汰落后产能职工安置和再就
业工作。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任永昌：在

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转型、 化解过剩产能
的大背景下，就业既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民生问题、政治问题。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这样
实实在在的目标，体现了保民生、稳民心的
坚定决心。

提高城乡低保水平， 让困难群
体都有“保命钱”

【报告要点】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继
续提高城乡低保水平，全面实施临时救助制
度，为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保障。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侯晓春：社
会保障是民生之基、现代社会之本。政府工
作报告中对于困难群体社保问题的关切，

体现了“让更多人共享改革成果”的指向。

完整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是一个国家设
立的国民安全网， 这张安全网在深化改革
即将涉险滩、破藩篱的关键时刻，具有特殊
的重要性。

提标准、沉资源，让更多基层百
姓看得起病

【报告要点】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
助标准提高到人均

３２０

元。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覆盖农村

５

亿人口。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这
两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有了很大缓解，但
是医保补助标准还不算高， 医疗资源配置
也不平衡。在基层，特别是偏远农村，还有
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
“一提一沉”的法子，提高医保财政补助标
准，医疗资源进一步向基层下沉，这将让更
多基层百姓受益。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５

日电）

民之所望 改革所向

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 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这句话， 表明了今年推进改革
的重要导向。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人代
会，党的主张在这里将上升为国家意志。全
面深化改革如何开好局、起好步举世瞩目。

政府工作报告把群众期盼作为改革方向，

回应了百姓诉求，顺应了人民期待。

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从人民群众利
益最直接的领域改起。 当前， 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优质教
育资源不足不公平现象普遍，部分群众“住
有所居” 的梦想尚难实现。“通过改革整合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贫困地区

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
１０％

以
上”、“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房地产市场，

政府工作报告把这些与群众利益最相关的
问题作为改革切入点， 诸多沉甸甸的民生
举措令人鼓舞。

农村改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新型城
镇化推进， 从人民群众愿望最集中的地方
改起。 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２

亿多农民工如何在城市中更好工作生活，

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制度等怎样落实，都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抓紧土地承包经
营权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
户政策”、新型城镇化中“着重解决好现有
‘三个

１

亿人’问题”等方面着手推进改革，

努力为人民群众改善生活开拓发展新空
间。

反腐败、治雾霾、调不公，从人民群众
意见最集中的地方改起。十八大以来，从出
台“八项规定”到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党
风政风明显好转， 但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
要进一步解决。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政
府自身改革建设、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向污染宣战，诸多
实打实、硬碰硬的改革举措，努力将发展改
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百姓。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从人民利益出发
谋划工作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贴民心、接地
气， 就能凝聚起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老百姓也将在改革中过上更好的日子。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５

日电）

□评 论

□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娄辰

□

新华社记者何雨欣商意盈刘羊

□

新华社记者陈芳张辛欣傅勇涛

□

新华社记者李柯勇侯大伟李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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