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上向善 创建创新

8今日 版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JINGSHEN WENMINGBAO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编辑 何纯佳 王丽 朱乔明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jswmb2016@163.com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邮发代号 61-19

精神文明网 报社官方微信

值班编委 王惠蓉

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
第5320期

家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保和镇洞子湾村7社的伍智勇，
用自己的勤劳、智慧独自撑起
一个家。在自家摆脱了贫困后，
他没有忘记父老乡亲，而是不
遗余力地传授黑山羊养殖技
术，帮助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
道路。今年6月，伍智勇被评为

“四川好人”。 （A4版）

重信守诺的庄稼汉

本着“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和“学习雷锋、
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
务理念，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
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志愿
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志愿服务
机制不断完善，为海口经济社
会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
着青春力量。 （B3版）

海口：弘扬志愿精神
彰显城市温度

本期
导读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从基本解决温饱，到人民生

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告别千年绝
对贫困，人民生活迎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

穿越百年，梦圆今朝。更满意
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有
品质的生活……一组组民生数据，
一个个幸福家庭剪影，“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的美好愿景已成现实。

从吃不饱饭到摆脱绝对贫
困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仲夏清晨，在成昆铁路线上
行驶的“小慢车”上，身披“察尔
瓦”羊毛披毡搭车赶集的彝族老
乡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生意，刚
摘的蔬菜、鲜活的鸡鸭……不等
到集市已经卖了大半。

列车载出了山里的特产，也
带来了山外的游客，曾经沉寂的
乡村“活”了起来。

彝族小山村的变迁，折射了
中国最贫困人口生活的根本改
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
攻坚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过去 8年，中国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平均每年减贫
10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
家的人口。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
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激人奋进。

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一部中
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

作斗争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积贫积

弱，人民贫困如洗，尤其是农村贫
困问题突出。按照现行贫困标准，
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
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农村
改革不断深入和扶贫开发大力推
进，贫困人口大幅减少。1986年，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
组成立，中国首次在国家层面确
立了扶贫开发的方针、贫困标准、
重点贫困地区。

2009年，国家将农村扶贫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196元，扶贫
开发对象覆盖4007万人；

2011年，扶贫标准再次提高
到2300元，1.28亿人口成为新标
准下的扶贫对象。

历经两次大力度上调扶贫标
准后，到2012年末，中国农村贫
困人口下降至9899万人，农村贫
困发生率降至10.2%。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
带领亿万人民打响新时期脱贫攻
坚战。

响彻云霄的誓言背后是一系
列精准扶贫方略：坚持“六个精
准”，实施“五个一批”，解决“扶持
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等问题，瞄准“两不愁三保障”，实
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

改革开放至今，按照现行贫
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
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
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
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

“中国的重大成就，为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
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
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从生存型迈向发展型 百姓
生活更加健康富足

20 世纪 70 年代，年均收入

1370.72元；
21世纪第一个10年，年均收

入65602.51元；
2020 年，总收入 167705.40

元，是1977年的151倍……
这是 80岁大连市民安邦才

自1956年以来记录在家庭“小账
本”上的收入变化。

不断攀升的家庭收入，也对
应了生活物品的迭代更新：电视
机换了4茬，电冰箱换了3茬，电
脑换了2茬……

小小账本上，两条跃然向上的
家庭收支曲线，透着满满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也折射出中国亿万家庭
几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
很低：195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仅为98元；1978年仅为
171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成果惠及亿万家庭。到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28228元，比1978年实际
增长24.3倍。

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人均消费支出不断增加，生活品
质日益改善。1956年，全国人均
消费支出仅为88元；而2018年，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
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饭桌
上，食物种类多起来了，营养更加
丰富。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
量仅为209公斤，目前达到474公
斤；1949年我国人均肉类消费仅为
4公斤，而2019年达到近27公斤。

小康生活的底色不仅仅是吃
饱穿暖。从无到有，家庭耐用消费
品不断普及和升级换代，生活品
质不断提高。

不同时代结婚“三大件”代表
着生活水平的改变：

20 世纪 70 年代手表、自行
车、缝纫机；

20世纪80年代冰箱、彩电、
洗衣机；

20世纪90年代空调、音响、
录像机、摩托车、电脑……

如今，各类家用电器在城乡
居民家庭普及，移动电话、计算
机、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

2020年，全国居民每百户家
用汽车拥有量为37.1辆，每百户
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53.8部，每百
户空调拥有量为117.7台。

不仅吃饱穿暖，住房条件也
得到了巨大改善。1978年，农村
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
别只有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
而2018年则分别达到了39平方
米和47.3平方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
食品、服装、家电、住房、汽车等商
品消费“排浪式”扩张浪潮。从追
求数量到追求舒适，消费从生存
型迈向发展型，“人民生活更加殷
实”的内涵变得丰富，在国家发展
蓝图里奏响幸福的乐章。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逐梦共
同富裕新征程

蓝天白云，椰风海韵。
启动建设一周年的海南自由

贸易港，不久前迎来首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来自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1505 家企业、
2628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从服
饰箱包到美妆精品，从珠宝钻石
到游艇汽车……

透过消博会的窗口，中国大
市场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成为新
时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生动
写照。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
10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
高到17%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
发展的差距继续缩小。

“中国已进入消费升级的重
要阶段，消费者对多样化、个性化

和高品质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说。

今天的中国，创意、环保、低
碳、健康、安全正成为新的消费关
键词——

从滑翔伞、跳伞、热气球到潜
水，从探洞到登山……冰雪旅游、
体育旅游、体验式旅游等个性化旅
游方式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青睐；

政府对公园、绿地、图书馆、
老年活动中心不断加大投入。20
世纪80年代至今，全国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由 10.1%提高到
41.1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3.45平方米提高到14.8平方米，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规模
达9.89亿，占全球网民20%左右。
网络购物快速发展，“小镇青年”

“银发一族”“Z世代”等消费新群
体快速崛起，14亿多人的中国大
市场成为提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
发展的信心所在。

面向未来，顺应居民消费升
级趋势，“十四五”规划纲要把扩
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
起来，引导消费向绿色、健康、安
全发展。

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
色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
尚消费……新征程上的中国消费
之变，彰显“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本色。

展望“十四五”，我国民生福祉
将达到新水平。届时，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基本同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
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届时，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
（新华社王优玲侯雪静蔡拥军）

衣食无忧好日子健康富足喜盈门
——从“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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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6日电（记者 彭韵佳）
为切实解决群众医保
报销申请材料与手续
繁杂等问题，国家医疗
保障局16日印发《关于
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
务的意见》，明确2022
年底前，加快推动医保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建设，推行医保
服务事项“最多跑一
次”改革，高频医保服
务事项实现“跨省通
办”，切实提高医保服
务水平。

意见明确，将逐步
建成以人性化为导向、
法治化为保障、标准化
为基础、信息化为支撑
的医保经办管理服务
体系，实现全国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等医保服务一体化。

意见从推动医保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深化医保服务“最
多跑一次”改革、推进

“互联网+医保服务”、
优化医保关系转移接
续和异地就医结算、推
行医保经办服务就近
办理等共计10个方面
提出主要任务。

为深化医保服务
“最多跑一次”改革，意
见提出，将推行医保经
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
制”，实现服务前台不
分险种、不分事项一窗
受理，后台分办联办；
并鼓励基层医保经办服务进驻政
务服务综合大厅，加强与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人民银行、税务等部门
业务衔接，方便群众参保登记缴费

“一站式”联办。
在推动医保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方面，意见明确将推行医保
经办服务事项清单管理，2021年
底前，实现全国医保经办服务事项
名称、事项编码、办理材料、办理时
限、办理环节、服务标准“六统一”，
并适时调整更新。同时，推行医保
报销集成套餐服务，以保障群众办
好医保报销为主线，再造流程，实
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办成，
切实解决群众医保报销申请材料
繁、手续杂等问题。

此外，意见明确要加快推进基
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实
现全国统一的异地就医备案，扩大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在2021
年底前，各省份60%以上的县至少
有1家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医
疗机构，各统筹地区基本实现普通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2022年
底前，每个县至少有1家定点医疗
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
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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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讲解员走进博物馆为
参观者讲党史故事，宣扬党的百
年辉煌；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提
升群众满意度；党员志愿者活跃
在城乡基层，将党的关怀送到老
百姓的心坎上……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四川省巴中市认真落实省
委庆祝建党100周年有关部署要
求和全国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在全市范
围内积极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0
周年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大力唱
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
旋律，推动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

党的故事我来讲

“苏力奶奶是四川青川人，8
岁参加长征，是当时红军被服厂
年龄最小的女红军……”6月 19
日上午10点，在川陕革命根据地
博物馆内，戴着红领巾、身挂扩音
器的“红领巾讲解员”鲁欣雨正为
一批游客讲述川陕苏区女红军苏
力的故事。

今年4月以来，共青团巴中市
委、巴中市少工委通过“党的故事
我来讲 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
体验活动，组织少先队员走进川

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川陕革
命根据地博物馆开展“红领巾讲
党史”主题活动，通过少先队员讲
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
故事，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相传。

“截至目前，我们共招募了40
名‘红领巾讲解员’，在节假日到
馆讲解。”据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
馆馆长周璇介绍，后续将进一步
推动“红领巾讲党史”主题活动走

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军营，大
力弘扬红军精神，不断讲好党的
故事、英雄烈士的故事、革命老区
的故事，增强实践体验活动的社
会影响力，引领全市少先队员学
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红领巾讲党史”主题活动是
巴中市结合本地实际，在全市范
围内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宣讲
志愿服务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目前，类似的宣讲活动正在巴中
各地蓬勃开展。巴中市着重招募
青年志愿者、“五老”和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等800余人，组建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青年宣讲分团、“五
老”和英雄模范先进典型宣讲分
团等12个宣讲分团、200余支宣
讲队伍，深入社区、学校、街道、农
村、企业、革命博物馆等开展党史
宣讲。截至目前，巴中已累计开展
党史志愿宣讲1000余场，惠及干
部群众10万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党史
宣讲向基层、群众延伸，巴中市还
创新形式载体，开通“响网巴中”
川陕苏区党史微宣讲，邀请红军
后代、博物馆讲解员、专家学者等
拍摄制作系列党史宣讲专题视
频，追忆峥嵘岁月，讲好川陕苏区
故事，不断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
深入。目前，巴中市已拍摄制作了
13期党史宣讲专题视频。

(下转A2版)

国网巴中市巴州供电公司党员志愿者到社区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国网巴中市巴州供电公司党员志愿者到社区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讲解员””在川陕革命在川陕革命
根据地博物馆内为来馆参观人员根据地博物馆内为来馆参观人员
讲述党的故事讲述党的故事

红岩社区党员志愿者入户向红岩社区党员志愿者入户向
居民发放反电信诈骗宣传单居民发放反电信诈骗宣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