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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五年前的初冬，2012年11月15日上

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刚当选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庄严宣示：“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三年前的初春，2014 年 3 月 17 日下
午，兰考县最大的风沙口——东坝头乡张
庄村。习近平总书记路过村民文伟清的
家门口，文伟清兴奋地端着一簸箕自家的
花生，邀请总书记尝尝。习近平总书记拿
起一颗剥开，嚼得津津有味。

在兰考县便民服务中心，习近平总书
记指着墙上张贴的“服务忌语”说，“跟群
众没有感情才会出现这样的忌语，如果把
群众看成我们的父母，看成我们的兄弟姐
妹，那态度肯定就会不一样。”

还是那年春天，2014 年 5 月 10 日下
午，郑州。听取河南工作汇报后，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直接最现实
的体现，也是最得民心的事情。要着力解
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
更好的生活。”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民生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机统一起
来，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全体人民，奋力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
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牢记嘱托，在春天播下追梦筑梦的颗
颗种子。

不负使命，在中原结出为民惠民的累
累硕果。

人民至上得民心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
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
和工作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

河南省内乡县城里，至今完整保存着
一座有 700 多年历史的古代县衙。三省
堂前，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得一官不
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
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
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菏泽
考察座谈时，引用了这副对联。总书记指
出，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
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
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

高到哪里？高到“人民至上”，高到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高到“让老百
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这，就是今天我们共产党人
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回望历史。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

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从“唤起工农
千百万”，到“为了人民利益甘愿抛头颅、
洒热血”，从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写进党章，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条脉
络无比清晰——90 多年来，我们党所做
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人民谋利
益，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美好
和幸福。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过程，就是努
力探索如何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不断提
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
过程，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权益的过程，努力让改革发展成

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过程。
薪火相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
创新，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形成了一系列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个信念
无比坚定——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
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
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
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曲名为《习近
平关心的这六件事》的动漫MV火了。说
唱歌词里这样写道：“六件‘小事’件件连着
百姓千万家，桩桩件件都能落实那就是民
心工程啊……”这曲动漫聚焦的六件小事，
分别是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垃圾分类、
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养老院服
务、规范住房租赁市场、食品安全监管。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民生细节，是在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十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
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
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
悲。”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
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至
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民生是最大的“考场”。
60多年前，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

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同志形象而深
刻地称之为进京“赶考”。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这
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赶考”，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把自己放
在了“考生”的位置。而“考官”，是伟大的
中国人民。这场“大考”，考验着中国，也考
验着河南。改变着中国，也改变着河南。

中国的每一个民生问题，乘以13亿，
都是“世界级”的难题。作为中国的缩影，
河南的每一个民生问题，乘以1亿，都意
味着不同寻常的艰难。河南之难，难在人
口多、底子薄、基础弱、人均水平低、发展
不平衡的基本省情尚没有根本改变；

难在发展不足，社会事业发展存在短
板，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水平不高；

难在贫困人口基数大，增加居民收
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繁重；

难在“发展起来以后”的群众多样化、
多元化、多层次的更高期待、更多诉求，民
生建设面临着“再上层楼”的倒逼、“更进
一步”的挑战。

脱贫攻坚，河南每年要完成全国近十
分之一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是全国
贫困人口数量最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

流动人口，河南每年净流出约 1000
万人，超过瑞典的总人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河南传统的钢
铁、煤炭等行业要“三去一降一补”，共计
有13万职工需要安置；

上学、看病、就业、养老、住房……“柴
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教业保”。这场

“考试”，涵盖河南千家万户的方方面面，涉
及中原父老乡亲的点点滴滴。

千磨万击还坚劲，越是艰难越向前。
2016 年 3 月 26 日，全省领导干部会

议。刚刚履新的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郑

重承诺——“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民，着
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半年后的10月31日，河南省第十次
党代会，谢伏瞻在论及“六个坚持”时旗帜
鲜明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人人参与、人
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生动局面。”

全民共建，全民共享。河南阔步走在
改善民生的大路上，毫不懈怠，从未停歇。

惠民之举暖民心

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
命,就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
更好生活。 ——习近平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
末必去。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
是《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
建设战略纲要》，还是《河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无论
是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还是历年来的政
府工作报告，在河南的顶层设计当中，民
生都占有非常重的分量。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守底
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总要
求，河南的民生改善思路明确，路径清晰，
措施务实，推进有力。在经济并不发达、
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河南响亮地提出

“三个同步”——即城乡居民收入与地区
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
质量效益同步改善、社会事业进步与经济
发展水平同步提高。

为了“三个同步”落实、落地、落到老
百姓的口碑里，河南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之
多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覆盖面
之广前所未有。

——抓发展，把民生“蛋糕”做大。
2017年8月5日，安钢集团。炼铁厂一

烧车间生产正忙，工段长朱州从现场点检
归来，今年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2号高
炉系统降本增效小组成员。

这几年，安钢一方面降成本，向内挖
潜；一方面将冷轧作为调结构、促转型的重
点，向创新要效益，成功跨入高强钢高端市
场，实现了由“普钢”向“优钢”转型。今年
7月份实现利润3亿元，为建厂以来单月利
润历史最高水平。订单多，收入稳。十万
安钢职工和家属，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除了力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河南还
在新经济业态的培养上下大力气。“有事您
动嘴，办事我跑腿。”近年来，一种新兴的行
当——从事同城递送的跑腿公司悄然出
现，UU跑腿就是其一。从巩义到郑州打工
的王俊峰做“跑男”一年多，每月收入4000
元左右。“对于这个收入，我表示满意。”跨坐
在电动自行车上，小王这样说。

UU跑腿成立才两年，就从郑州覆盖
到北京、深圳等76个城市，签约“跑男”超
过42万人。

把民生项目作为发展的增长点和动
力源，是河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
发展也是抓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所采
取的务实之举。

郑州四环全面快速化，洛阳将成为中
西部第一个拥有地铁的非省会城市，鹤壁
建设海绵城市涵养雨水；

建设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等6个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让每个县都通管道天然
气，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

所有的出发点，是民生。所有的落脚

点，还是民生。
河南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难题，用发

展解决关乎民生的大事，夯实了民生“显
绩”背后的“潜绩”，为做大民生“蛋糕”提
供了有力支撑。

这是一组有温度的数字——“十二
五”期间，河南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增长同步发展，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增长12.5%，跑赢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这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5
万元。2016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河南
生产总值首破4万亿元大关，民生指标全
线飘红，财政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77.6%，再创历史新高。

——建制度，把民生“蛋糕”分好。
进不去的城市，回不了的乡村。千万

农民工长期进退两难的尴尬，如今被一张
居住证终结。

2017 年 1 月 10 日，郑东新区公安分
局祭城警务室里，正在举行一个简单的仪
式。仪式上，几名市民代表欣喜地拿到了
新版居住证。

与“全国版”居住证涵盖的6大基本公
共服务、7项便利相比，郑州版居住证增加
了2项便利：享受上级政府规定的不受户籍
限制的跨区域补贴政策；60岁以上居住证
持有人享受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

“打工十多年的梦想就是在城里安家，
今天终于实现了！”今年5月，44岁的胡本华
在郑州市落户，母亲的养老问题得到解决，
7岁的儿子也就读中原区颍河路小学。一
张居住证，圆了三代人的城市梦。

在此之前，河南于2014年11月出台
《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
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
记为居民户口”。这一措施的出台，标志
着农业和非农二元分隔的户籍管理模式
成为历史，河南推进人口市民化的体制障
碍进一步消除。

随时代变化而“变”，随民生需求而
“新”。河南的民生制度改革应时合势，交
上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2014 年，河南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城
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基本养老保
险合并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河南在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普惠制”的基础上，在全国
率先全面推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制度，为全省城乡841万困难群众献上
了“特惠制”的大礼；

2017 年 8 月 31 日零时起，河南所有
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备受诟病的

“以药养医”制度寿终正寝，刀锋直指看病
难、看病贵……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来，省委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出台了
近120项改革方案（意见），其中关于具体
民生事项的，就占四分之一。

有专家指出，河南在民生领域的制度
化探索和改革，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正在
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变，从“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向统筹协调、精准发力转变，从注
重借鉴向注重创新转变，从注重区域优先
发挥示范效应向全面普惠式发展转变。
这些，都标志着河南的民生改善工作已经
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
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
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河南在民生领
域的“制度自觉”鲜明而有力。

（下转08版）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