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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社會治理 增民生福祉
惠民理念推陳出新 幸福感受紛至沓來

新時新時代代．．我我的美好生活的美好生活

之和諧篇

「幼有所育是一個民生『大紅包』」「殘疾人弱勢群體將從

『弱有所扶』中得到更多溫暖」「保護『人格權』，讓人民活

得更有尊嚴」「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點

讚」……從十九大報告中，中國的老百姓汲取了創造美好新生

活的無窮動力，並期待在黨的惠民政策推動之下，社會治理加

快推進，社會和諧程度進一步提高；期待各級黨政機關幹部都

有一副好「牙口」，帶領大家一同啃掉發展中遇到的「硬骨

頭」，將一張民生藍圖繪到底，讓更多的幸福感紛至沓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

孩子是每個家庭的希望。隨着二
孩家庭的日益增多，幼兒教育成了
擺在很多人面前的一座「大山」。
由於公立幼兒園名額緊張，很多人
不得不花高價送孩子去私立幼兒
園。現在北京不少月均費用在5,000
元左右的私立幼兒園都要提前三年
排隊。我家小女兒剛一歲多，我已
經開始為她上幼兒園的事情發愁
了。18日那天，我認真聽了十九大

報告，驚喜地發現報告中提到了
「幼有所育」。隨後教育部長又提
出，到2020年，幼兒園毛入園率由
77.4%增至85%，普惠性的幼兒園要
佔幼兒園的80%以上，這確實是給
焦慮的家長們送出了「大紅包」。
相信隨着教育改革的不斷推進，幼
兒教育也會被納入義務教育範圍，
這樣所有小朋友都能有定點幼兒園
上。 ——北京二孩媽媽徐曉蕾

在香港公營醫療機構工作超過20年的內分泌
專科醫生周榮新，此前有機會到內地參加過多
次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課程，但在醫學
領域，卻很少有機會和相關單位直接交流。今
次十九大報告提出，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
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對此，他期待，
未來內地與香港醫療可以達到全面融合。香港
醫生通過考試後，能在內地以個人身份執業，
減少港人在內地的醫療顧慮。
隨着中國科技的高速發展，香港醫療界也可
以把握機遇，與內地發展科研。周榮新認為，
在大數據和基因發展的基礎上，香港應與內地
合作研發更適合中國人使用的藥物和醫療模
式。要達到這個成果，生物標本和醫療數據必
須能在香港和內地自由來往。
周榮新期待，到了2035年，內地與香港醫

療可以達到全面融合，包括醫療記錄，病例
數據和醫療計劃等。香港人可以選擇在內
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享受更舒適的退休
生活。
在中國傳媒大學學習廣告學的港生朱藍靖，

未來希望在內地就業。她說：「就在前幾個
月，我發現許多高鐵站有了港澳台證件自助購
取票機。這就是政策惠及港澳台同胞的一個實
例，近幾年這樣的政策越來越多。」

港生盼社保享同等待遇
如今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制定完善便利港

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這在朱藍靖看
來是一大利好，她說，「未來我打算在深圳就
業，那裡的就業機會比香港多。我希望能在社
保、醫療方面享受當地居民的同等待遇。」
中國政法大學的港生黃鴻發表示，對於港澳

台人士而言，在內地生活還有些不便之處。比
如港澳台的個人身份信息沒有納入內地居民身
份體系，導致難以證明「我是我」的問題，在
如今這個高度依賴個人信用的互聯網社會中相
當不便。

盼不便之處能迎刃而解
另外，作為一個香港籍的法學生，在內地從

事法律相關的工作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就業證
辦理也比較繁瑣。「我對我的國家有信心」，
他希望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這些問題都能迎
刃而解。

周榮新 朱藍靖 黃鴻發

十 九
大報告

中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
理。對此，多位專家表示，
未來國人將在就業、收入、
扶貧、住房、健康、教育等
領域迎來更多「紅包」。

體現推進教育公平決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健康事業

發展中心副主任陳秋霖表示，
「幼有所育」「弱有所扶」，
是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的兩個
新觀點。「幼有所育」飽含了
對少年兒童的傾情關愛，「弱
有所扶」則體現了對困難群眾
的深情關懷。預計，未來會有
更多配套政策支撐。
報告提出，使絕大多數城

鄉新增勞動力接受高中階段
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
對此，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
員儲朝暉表示，這體現黨中
央進一步推進教育公平的決

心。同時，也表明教育部門
將會繼續深化教育領域綜合
改革，讓更多人享受更優質
的教育。

住房方式趨多樣靈活化
報告指出，堅持「房子是

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定位。對此，中國人民大學
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
員羅來軍表示，這進一步明
確了中國房改的三大重要事
項：住房定位、住房制度、
住房目標。同時，也將促使
中國的住房方式更加多樣
化、靈活化，更加滿足人民
的多種住房需求。
關於收入問題，北京師範

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
長萬海遠表示，預計到2020
年中國中等收入者比重將達到
50%。下一步應繼續着眼於
居民收入增長，深化收入分配
體制改革，通過再分配政策來
縮小收入差距水平。

便港人內地生活 冀兩地醫療融合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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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報告中社會發展新表述
■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

■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

■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

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

締非法收入

■使絕大多數城鄉新增勞動力接受高中階段教育、更多接受高

等教育

■全面取消以藥養醫，健全藥品供應保障制度

■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

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

■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2020年做到脫真

貧、真脫貧

■實施食品安全戰略，讓人民吃得放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整理

幼有所育 家長開心

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弱有所
扶」這四個字，令我真切感受到了
黨中央對困難群眾、弱勢群體的深
情關懷。作為一個在特殊教育學校
工作了16年的教師，我親眼看到學
校辦學條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辦學水平越來越高，孩子們的
學習、生活條件越來越好。看着一

個又一個學生挺起胸膛走出校門，
充滿自信地邁向新的生活，我備感
自豪。我相信，特殊教育將從「弱
有所扶」中得到更大的支持，殘疾
人弱勢群體將從「弱有所扶」中得
到更多溫暖。

——十九大代表、重慶市
特殊教育中心校長李龍梅

弱有所扶 溫暖社會

隨着社會的進步，我們現在可以
說不愁吃穿，在物質生活得到保障
之後，對人格尊嚴的需求也更加強
烈。我女兒是從事科技產品研發工
作的，所以我會跟着學習一些互聯
網新知識。如今高科技給我們帶來
巨大的便利，但也對個人權益造成
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人肉搜
索」、個人信息洩露導致的電信詐
騙層出不窮，周圍老年人受騙上當

的事情不少。我以前經常接到詐騙
電話和短信，最近總接到各種銀行
貸款電話，他們都能準確叫出我的
名字，有的甚至知道我的身份證號
碼、住址以及孩子的名字，想想就
後怕。十九大報告專門提出「人格
權」保護，是十分必要、十分迫切
的，為我們普通百姓增加了安全
感。 ——河北某企業退休職工

張建茹

保人格權 增安全感

在十九大報告中，當習近平講到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時，全場響起長達15秒的掌
聲，我也在心中點了一個大大的
「讚」。我2009年在普陀區以每平
方米1.8萬元的單價購置了一套一居
室的二手房。現在結婚了，50平方
米的一居室顯然不夠用，想換一套
大一些的，但本小區的房價已漲到

每平方米7萬元。今年，我從市區看
到郊區，最便宜的每平方米也要四
五萬元，換房子真是力不從心。這次
十九大報告讓房地產回歸「居住屬
性」，我對房價下降又有了信心。希
望過幾年等我有孩子的時候，能換得
起一套兩居室。也希望到2035年，
大家都不用再為住有所居而發愁。

——上海物聯網工程師樊柳柳

穩定樓價 市民點讚

我2016年退休以前一直在醫院工
作，從鄉醫院一直到市醫院，一路
走來，看到很多人因為大病而一貧
如洗。這幾年，這種情況有了很大
改善，我妹妹幾個月前得了一場大
病，其中一種藥物從以前的17,000
多元一支，降到了7,000多元，醫保
報銷70%，大大減輕了家庭負擔。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完善統一的城

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大病保
險制度；要全面取消以藥養醫，健
全藥品供應保障制度。這對很多病
人家庭來說是一大「福音」，看病
不再多花錢，報銷比例不斷提高，
相信以後朋友圈裡各種大病募捐信
息也會逐漸消失。

——江蘇省南通市
退休醫務工作者陳瑛

優化醫療 減輕負擔

退休之後，除了來北京帶外孫，
我就想怎麼安度晚年。我們老年人
最怕就是生病，看病難，報銷也麻
煩。這次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
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
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
業和產業發展」。真是民眾有所
呼，黨和政府有所想。在這樣的政
策支撐之下，我希望未來能實現醫

保全國聯通，在北京看小病也能享受
當地的醫保待遇。另外，根據我的觀
察，現在很多城市的養老院嚴重不
足，在北京一個月幾千塊的養老床位
都供不應求，這次報告也關注到了這
個問題，提出要加快老齡產業發展。
希望到2035年，等我們七八十歲的時
候，入住養老院不再成為社會難題。

——內蒙古包頭市退休職工張敏

安老政策 推進和諧

「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質量的教育。」十九大報告中這句
話溫暖人心。說實話農村的孩子真的
很辛苦，可以說高考仍是他們跳出
「農門」的最主要出路。報告為農村
孩子走出家鄉助了一把力。另外，教
育部長說要給老師發「紅包」，這對
我來說是一大實惠。作為高中老師，

我經常早晨5點30分起床趕去學校上
6點多的早讀課，晚上還有自習課，9
點多回家是常事。工作時間長、工資
低，有時不被家人理解，為此身邊不
少老師辭職去了大城市。這次教育部
的「紅包」很及時很貼心，也堅定了
我留下來培養更多農村人才的決心。

——江蘇省鄉村教師黃曉倩

公平教育「紅包」惠師

富起來，對於我來說，有着多重意
義，既代表着安全感，也體現着幸福
感。5年來，最讓我有直接獲得感的
中國變化之一，就是錢袋子鼓了，買
了房、車，生了兩個兒子，生活水平
水漲船高。職位也從一個普通銷售人
員晉升到了分公司副總。這次十九大
報告中出現了一個新詞「擴大中等收
入群體」，可見國家在狠抓扶貧攻堅

的同時，也在不斷推進人民收入水平
提高。我會更加努力，希望公司生產
的電表能在大東北地區全面鋪開銷
路，這樣我也能邁入中等收入群體的
頂層。在老家為小兒子再買一套房、
換一輛車……相信在國家政策的支持
下，我的夢想會逐步實現。

——某電力儀表公司
遼寧分公司副總郭愛學

生活改善增獲得感

徐曉蕾

李龍梅

張建茹

樊柳柳

陳 瑛

張 敏

黃曉倩

郭愛學

■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有質量的教育。圖為陝
西省安康市某幼兒園的小朋友在做遊戲。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