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9月 18日 星期三天 下6 ■ 责任编辑 谢彤宇 张建华

江西福彩 添福添彩
福彩公益金绘就民生福祉新画卷

9 月 12 日，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三

山五岳”游戏在九江正式上市发行。该彩票

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联合江西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研发设计，汇集了黄山、庐

山、雁荡山和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的

著名景点，以山为题，以景入画，一山一票、一

票一景，描绘出“三山五岳”的挺拔、秀丽、多

姿，票面主题鲜明、风貌独特、精美大方，充分

展现祖国的人文景观。

中国福利彩票事业是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由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社会福利和社

会公益事业。江西省福彩中心从 1988 年 3 月

发行销售至今年 8 月，累计销售福利彩票 590

余亿元，筹集公益金 180 余亿元。

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十四

五”以来，江西省民政厅投入部省级彩票公益

金 11 亿元，资助社会福利和公益项目 1700 余

个，全面提升养老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持续加强残疾人福利保障和儿童关爱保护，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在安义县社会福利院，83 岁的老人胡毛

得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她 高

兴地说：“这里吃得

好，住得好，每

月 还 有 零

花钱。”据安义县社会福利院院长彭清龙介

绍，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安义县社会福利

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不仅配备了现代化设

施，还为每名老人提供每月 200 元的零花钱，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安心舒适。

依托福彩公益金，丰城市对下辖的六所

公办乡镇敬老院进行了全面适老化改造，涉

及食堂、浴室、卫生间以及过道等，总投入 240

万元。改造提升后，乡村敬老院面貌焕然一

新，老人生活得更加舒适、方便、安全，大大提

高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改造后，敬老院入

住率由此前的 53%上升至 64%。

与此同时，福彩公益金也在积极探索社

区养老新模式，丰城市河洲街道龙泉社区嵌

入式养老服务中心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

养老服务中心总经理罗惠建介绍，在福彩公

益金的帮助下，他们对养老服务中心各项设

施进行了精装升级，采购了智能锻炼设备，还

提供了就近就医、就近助餐等“保姆式”服务，

让老年人无需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交圈

子，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由于距离近，子女和

亲属看望老人更加方便，减少了老人的孤独

感和疏离感。嵌入式养老给社区养老提供了

新思路，更好地解决了家庭中“一老失能，全

家失衡”的现象。

幼有所养 幼有所教

特殊儿童需要全社会共同关爱，南昌市

社会福利院在江西福彩公益金的助力下，交

上了一份高质量答卷。据介绍，该福利院率

先开创双亲式的“爱心家庭”模式，并成功建

立了 11 个“爱心家庭”。孩子们在这些家庭中

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与关怀。

走进南昌市社会福利院，看到孩子们正

在接受着优质的教育、专业的心理辅导，这些

都离不开福彩公益金的慷慨资助。福彩公益

金不仅改善了福利院的硬件设施，提升了孩

子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幼小的

心灵种下了爱与希望的种子。

在安义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福彩

公 益 金 也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该 中 心 设 有 心

理咨询室、科学探索实验室、书法绘画教室、

模拟法庭以及“剧本杀”游戏体验区等功能

室，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帮助孩子们树

立 正 确 的 人 生 观 和 价 值 观 。 模 拟 法 庭 让 孩

子们体验到了法律的威严与公正，增强了他

们的法治意识。“剧本杀”游戏则激发了孩子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习

如何解决问题。

幸福院守护朝夕美好

“一老一小”牵动千家万户，关乎民生福

祉。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省民政厅将优

化 县 域 义 务 教 育 资 源 配 置 腾 退 的 农 村 小 学

（教学点）改建为“一老一小”幸福院，设置厨

房、餐厅、卫生间、休息室、学习阅览室和“四

点半课堂”等场所，将这里打造成“一老一小”

欢乐成长的温暖港湾。

安义县龙津镇城北村距离县城3公里，有留

守儿童 47人。2023年，为解决农村“一老一小”

存在的突出问题，龙津镇利用福彩公益金打造

了城北村“一老一小”幸福院，累计关爱服务留

守儿童 500 余人次，助餐送餐服务留守老人

4000余人次。

龙津镇民政所所长蔡虹介绍，在暑假，城

北村“一老一小”幸福院每天举办相关活动，

吸引了附近许多小朋友前来参与。目前，幸

福院已经辐射龙津镇 12 个村庄和社区。在这

里，孩子们学吹唢呐、拉二胡、玩积木等。“一

老一小”幸福院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饮食起

居难题，也为农村的儿童撑起了一片充满温

情与梦想的天空，让他们在关爱中茁壮成长，

让童年的色彩更加斑斓。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福彩公益金

的每一笔投入都凝聚着社会各界的爱心与责

任，每一份力量的汇聚都承载着无数家庭的

希 望 与 梦 想 。 在 一 笔 笔 福 彩 公 益 金 的 支 持

下，一份份民生答卷正在解答，一幅幅幸福画

卷徐徐展开，福彩公益金将继续为群众生活

增福添彩。

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三山五岳”游戏发行现场

丰城市金尊府颐养中心的老人在丰城市金尊府颐养中心的老人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做游戏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做游戏

（文图由江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供）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我国坚持以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把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增 进 民 生 福 祉 作 为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不断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

问题，人民生活水平连续迈上新台阶。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增加民生投入
夯实民生之基

聚焦产业发展前沿领域，面向数字

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新型城镇化

和 乡 村 建 设 等 重 点 行 业 ，推 出 医 药 卫

生、专精特新、先进制造、新能源等行业

专场招聘会；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开展区域性专场招聘会……

9 月 1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

动“职引未来—2024 年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活动将

持续至 11月底。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牵动着千家

万户。

75 年来，从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着力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到改革开放后

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有效联动，就

业 总 量 大 幅 增 加 ，再 到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就业优先战略贯穿经济发展的方方

面面，我国就业空间不断拓展，就业形

势保持稳定，14 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

比较充分的就业。

2023 年 ，全 国 就 业 人 员 74041 万

人 ，比 1949 年 扩 大 3.1 倍 。 2013 年 至

2023 年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人 数 累 计 超 过

1.4 亿 人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保 持 稳 定 。

随着产业结构发生深刻调整，就业结构

不断优化。2023 年，第二、三产业就业

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29.1%、

48.1%，比1952年分别提高21.7个、39.0个

百分点。

投入力度，彰显民生温度。

今年，各级政府更是拿出“真金白

银”稳就业：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

金预算 667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财政部提出 11条稳就业政策举

措，其中明确整合优化吸纳就业补贴和

扩岗补助政策，合并实施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四川将

强化稳岗拓岗作为促就业的重点，鼓励

企业释放更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江

苏实施社会化岗位拓展行动，开发岗位

不少于 10 万个；广西开展数字经济、先

进制造业等技能培训……

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建设多层次社

会 保 障 体 系 ，民 生 保 障 网 逐 步 织 密 兜

牢。75 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养

老、医疗、失业保险为重点，我国逐步构

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进入全面覆盖和深化阶段，社会保

障水平显著提升，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社会保障体系。

今年上半年，各级财政部门持续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基本民生财力保

障，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697 亿

元，同比增长 4.2%；城乡社区支出 10472
亿元，同比增长 8%；教育支出 20291 亿

元，同比增长 0.6%。

“加大民生投入，应本着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原则，注重立足长远、为民

谋利，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务实管用、可

行有效的改革举措，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龙海波说。

聚焦“急难愁盼”
回应民生关切

“医保，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生的希

望。”江西省抚州市一名法布雷病患儿

的父亲说，孩子所需特效药经过医保谈

判进入国家医保用药目录，一支价格从

1.2 万元降到 3000 元左右。“算上医保报

销和‘抚惠保’等其他保险，我们一年个

人自付仅 4万元。”

医疗保障关乎人民健康福祉。从

医保谈判药品看，覆盖常用药和特殊疾

病 、罕 见 病 用 药 ，目 录 内 药 品 数 量 达

3088 种，惠及参保患者 7.2 亿人次，叠加

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

为群众减负超 7000亿元。

75 年来，从赤脚医生到日益完善的

医疗人才培养体制，从爱国卫生运动到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我国在医疗队伍和

医疗体系建设上持续进步。目前，我国

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络，覆盖

超过 13亿人。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保

跨省结算提质扩面……党的十八大以

来 ，随 着 城 乡 医 保 并 轨 政 策 的 深 入 推

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居民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围绕“一老一

小”这一最现实、最紧迫、最突出的民生

问题，我国持续完善人口服务体系。

从探索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制度，到以“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等

明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从理顺养

老服务监管机制，到推动银发经济健康

发展……一项项改革实招为推进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夯基垒台。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40多年的努力，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

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截至2023年

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10.66亿

人，比1989年末增加10.09亿人。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提升学前教育普及能力，扩

充优质普惠资源，持续破解“入园难”

“入园贵”等痛点，持续构建广覆盖、保

基 本 、有 质 量 的 学 前 教 育 公 共 服 务 体

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幼有所育的美好

期望。

深化民生改革
创造更美好生活

安徽凤阳小岗村，种粮大户程夕兵

的家庭农场建有标准化育秧工厂、仓储

用房，流转土地 700多亩。2023年，仅粮

食和经营服务纯收入就达到70多万元。

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75 年来，

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多管齐下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着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不断做大做好“发展蛋糕”，深化民

生改革，百姓的“钱袋子”愈加殷实。

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39218 元，扣除物价因素比 1949 年实

际增长 76倍，年均增长 6.0%。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面放开放

宽户口迁移政策、保障随迁子女入学、

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业……更均等的

服务、更完善的保障，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

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

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型城镇化

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由 2012 年的 2.88∶1 缩小

至 2023年的 2.39∶1。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美丽中国更加

宜居。

——看乡村，从农村危房改造大力

开展，到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

——看城市，从老旧小区改造、棚

户区改造到城市更新，住房保障制度不

断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推进，人

民 居 住 条 件 不 断 改 善 ，更 多 人 住 有 所

居、安居宜居。

我 国 城 镇 人 均 住 房 建 筑 面 积 由

1949 年的 8.3 平方米提高到 2023 年底

的超过 40平方米；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

住 房 和 棚 改 安 置 住 房 6400 多 万 套 ，

1.5 亿多群众喜圆安居梦。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

减贫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

初 期 ，人 民 生 活 处 于 极 端 贫 困 状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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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经过

接 续 奋 斗 ，到 2020 年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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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

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展望未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扎实做

好民生保障工作，必将绘就幸福民生新

画卷。

新华社记者 樊曦、王优玲、魏弘毅

（新华社北京9月 15日电）

书写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社会事业成就综述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又到一年中秋。自古以来，在中

秋月圆之夜，赏月、吃月饼寄托着中

华民族对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美好

向往。如今，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祝

活动在全球各地上演，不同语言、肤

色的人们欢聚一堂，在音乐、诗文、美

食中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天上月圆想到人

间团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浪漫情

怀。文化如水，源远流长。与中国一

样，亚洲多国也有庆祝中秋的传统。

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在这天有吃

松饼的习俗；日本把中秋节称为“月见

节”，吃团子、赏月是当地的庆祝方式；

越南将中秋节和儿童节相融合，灯笼

和玩具在这天必不可少……就像月饼

口味各异，中秋在不同国家展现着多

姿多彩的文化魅力。但不论形式如何

变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

多的人正在体验中秋习俗、感受中华文

化。今年中秋节前夕，巴基斯坦商人布

莱恩在天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第一次

尝试亲手制作月饼；来自俄罗斯的英语

教师西玛在河北任丘写书法、做月饼，学

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在河北北戴河，

76名留学生一起聆听了嫦娥奔月的古老

传说……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乌尔博尔

辛·奥潘诺瓦希望，回到哈萨克斯坦后能

向家人介绍中秋节的故事。当这些外国

友人回到本国，中秋文化里祝福团圆的

美好情感、倡导四海共邀明月的宽广胸

怀便随他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眼海外，中秋节早已和春节、端

午节一样，成为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加

速融合的“催化剂”。在德国柏林，众多

中华文化爱好者在中秋诗会上体验投

壶、扇面绘画、书法等文化项目；在澳大

利亚，一场中秋晚会吸引了各界友好人

士和华侨华人参加；在巴西、比利时、克

罗地亚等地，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也为

当地增添了别样风采……这些活动与

当地地理人文环境融合在一起，呈现出

一幅幅独特的中秋风情集锦画，或热烈

奔放或含蓄隽永的庆祝活动让传统中

秋佳节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四海共婵娟，中秋文化“出海”为

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契机。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

秋文化中的“团圆”“美满”“丰收”等美

好愿景契合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促

进合作共赢的美好意愿。中华传统节

日在全球掀起阵阵热潮，为全球文化

图景增色添彩，让“和而不同”“美美与

共”的意涵日益深入人心。正如伦敦

威斯敏斯特市市长罗伯特·里格比所

说，华侨华人群体为本地增添了“独特

而美好的视角和历史”，丰富了文化多

样性，而在中秋传统佳节期间，人们更

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

秋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饱含强大

的精神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

文化交流将进一步推动中外民间交

往，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

互学互鉴，为消弭分歧、增进合作贡

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

月满祝团圆 四海共婵娟
■新华时评

9月17日，

圆 月 与 南 京

阅 江 楼 相 映

成趣。

中秋月明，

神 州 各 地 人

们 同 赏 一 轮

明 月 ，欢 度 传

统佳节。

新华社发

（苏阳摄）

万里此情同皎洁 一年今日最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