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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奋笔书写新时代民生答卷
——— 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述评┩刀得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赵君 李振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
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寄予厚望，对
山东人民饱含深情。2013年在沂蒙老区，他作
出“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重要指示；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时强调，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多
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东紧紧扭住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回应人民新期盼，
满足民生新需求。从倾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到下足绣花功夫推动脱贫攻坚，从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到绿色发展步伐坚定，山
东在发展中不断刷新“民生速度”，持续提
升“民生温度”，2019年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
80%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7%和9 . 1%，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3月17日召开的山东省“重点工作攻坚
年”动员大会，掀起了九大改革攻坚行动热
潮。咬定目标不放松，风雨无阻勇攀登，美
好生活新图景正在向亿万齐鲁儿女走来。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书写激荡人心的“山东故事”

2月13日，莱阳市确诊的6名新冠肺炎患者
全部治愈出院。“谢谢所有人，让我们得到
最及时、最好的救治。感谢镇上和村里对我
们一家人的悉心照顾和无私关爱，解除我们
全家的后顾之忧。”一位治愈出院患者说。
近段时间以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山东省委、省政府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见事早、行动快、措施实、力
度大，努力提高救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
和病亡率，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成效明显。

全省各地把群众生活生计放在心头，努
力解决疫情防控期间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
题，切实保障“菜篮子”“米袋子”，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居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同
时，山东更着眼长远，发起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改革攻坚行动，这也是“重点工作攻坚
年”确定的九大攻坚行动之首。

疫情“大考”中紧抓民生不松劲，是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的一个缩影。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山东各级
党员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办实事、出实招、求实效。

2019年1月30日，省委书记刘家义主持召
开民生政策专题会议，强调要以深厚的为民
情怀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好。2月，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抓好20项重
点民生实事落实的工作方案》。20项民生实
事涵盖精神障碍患者、贫困户等各类特殊群
体，囊括老百姓各个方面需求，充分体现了
省委、省政府不让一个人在小康路上掉队的
坚定决心。

年近八旬的冯再立，今年第一次在鄄城
县董口镇黄河社区安置房里过春节。曾在黄
河里摆渡10年的他，感受着从“黄河滩区”
到“黄河社区”的生活巨变。村委会主任李
克印说，搬进社区2个多月，就有2位姑娘嫁
了进来。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来
创业，社区里充满了活力。伴随着黄河滩区
脱贫迁建，60万滩区群众日思夜盼的安居致
富梦正变为幸福实景。

在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综合
服务中心大厅，贾喜旺和4名工友前来反映工
资拖欠问题，没想到只用了半天时间，他们
就拿回了“久违”的8万多元工资。为了把涉
及农民工的政策落实好，济南市在全国首开
先河，创立多部门参加的农民工“维权一站
式”模式，近年来直接协调帮助农民工讨回
工资1 . 48亿元，惠及农民工1 . 5万人。

城镇新增就业138万人，建设农村幸福院
646处，精神卫生机构增加床位7355张，门诊慢
性病试行省内联网结算……截至2019年底，20
项民生实事当年任务全面完成，惠及千万群

众。
大事难事看担当，越是艰险越向前。半年

多时间过去了，省委、省政府带领齐鲁儿女战
风斗雨的场景至今令人难忘。2019年8月11日，
台风“利奇马”挟风裹雨席卷山东，带来的雨情
灾情历史罕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受重大损
失。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团结奋战。广
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堵决口、固河
堤，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这次抗击台风
抢险救灾中，全省涌现出190个先进集体、484名
先进个人，30名个人被记一等功奖励。进入灾
后建设阶段，山东虑长远、补短板，拿出1323 . 38
亿元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于2020年主汛期
前完成946处水毁工程修复任务。

有些温暖的故事，从不因时间流逝而失去
光芒。2019年11月19日，位于嘉祥县的山东能源
肥矿集团梁宝寺能源公司，井下3306掘进作业
面突发火灾，11人被困。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
启动应急救援预案，从全省范围迅速调集矿山
救援、消防、医疗队伍以及救援专家火速驰援。
历经36小时，11人全部获救，创造了中国煤矿事
故救援史上的奇迹。“穷尽一切手段、穷尽一切
力量”，坚持人民群众生命至上，始终把救人放
在第一位，是创造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

民生改善是发展质量、发展成果最真切、
最生动、最温暖的诠释，激荡人心的“山东故
事”，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生动写照。

以民生为“指南针”

让发展更有“温度”

民生问题，一头牵着百姓冷暖，承载着
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头系着发展大
计，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指南针”。
深谙于此，山东把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统筹
起来、一体推进。

挂图作战！45项任务！——— 2月28日，一
则山东加快推进职教创新发展高地建设的新
闻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教育）部（山东）
省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启动。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
“双过亿”的人口大省，就业是最大的民

生。职业教育是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
红利的有效途径，在促进就业创业方面有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山东深入实施
八大发展战略，“十强”产业集群发展方兴
未艾，急需一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深刻
洞察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山东有一
种强烈的紧迫感。

2019年9月，教育部、山东省双方主要领导
达成共识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关于整省推
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
见》落地。将办学自主权真正还给学校，搭建有
利于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一项项支
持政策，让山东既精准补足职业教育短板，又
以人力增值赋能高质量发展。

把握发展大势，紧扣群众需求，山东把“民
生”二字放在更宽视野、更大格局下来考量，每
一个发展大计，每一项务实举措，无不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老
百姓的所盼所愿深刻启迪：保护生态环境应
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德州市宁津县家具、五金制造等产业遍
地开花，却普遍存在工艺落后、环境污染等
问题，群众对此意见不小。为此，几经调
研，宁津县形成“产业向绿”的思路：坚决
清理取缔“散乱污”企业，建设绿动能共享
园区，倒逼企业进区入园提档升级。“原来
在家里作坊干，自己都熏得够呛。现在进园
区，厂房宽敞整洁，环保都由园区统一管
理，我们只需要安心生产。”进驻共享园区
的李沛纯，说起这个变化一脸开心。

民生痛点也是发展机遇，民生改善孕育
发展新动能。一项项民生工程的落实，既是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金钥匙”，也在齐鲁
大地播撒下高质量发展的“金种子”。

“下了夜班连个吃饭的地儿都找不到”
“外地朋友来了，吃完晚饭就送到酒店休
息”……群众“吐槽”的这些问题，在去年
得到改善。从济南青岛领先“破题”，推出
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到省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夜间旅游发展的实施意
见》，持续“加码”夜经济的山东，在满足
民生需求中，培育着一个活力十足的经济增

长点。
“家政服务大有可为”。牢记总书记嘱

托，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公司过去一年也
跑出了加速度：一方面，打造以家政服务为
基础的家庭生态圈，推进“上游”教育培
训、研发创新，“中游”家政业务，“下
游”月子中心、托育中心等“家政+”产业服
务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面向城镇失业人
员、过剩产能企业分流职工、农村家庭提供
家政系列培训，累计培训3 . 39万人，安置就业
30 . 6万人次，增幅18%。

纵观民生领域的新亮点、新变化，第一
医科大学、康复大学、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这些民生
刻度上的闪亮坐标，标注着增进民生福祉与
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抓民生也是抓发
展”的理念在山东落地生根。一张张舒心的
笑脸，拼成了齐鲁大地灿烂的春光。

改革创新推动民生跨越

百姓“获得感”成色更足

扩大民生保障范围、提高民生保障水
平，需要改革来推动；扎实的民生举措、暖
心的民生实事，需要长效机制来固化。善借
市场的力量，善走创新的路子，善用整合的
办法，山东以改革创新推动民生跨越，百姓
“获得感”成色更足。

“一老一小”的问题最是牵挂人心，如何破
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2019年9月，山东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
坚持问题导向，力求破除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补齐制度短板。

上升到法律层面的保障，让焦虑的家长
们吃下了“定心丸”。过去一年，全省新建
改扩建幼儿园5537所，新增学位59 . 7万个，城
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完成治理1433
所，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

卫生院来了“一把刀”！针对基层医疗
人才短板，山东在全国首创“业务院长”选
派制度，“业务院长”选派在全省全面推
开，200个扶贫重点乡镇实现了全覆盖。医疗

服务的山乡巨变，正在齐鲁大地悄然上演。
依靠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解决民生难点、

堵点，一批改革硬招实招找准穴位、击中要害。
“山东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优化民生资源的
合理配置，民生保障精准度不断提升。”山东财
经大学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岩说。

小厕所，大民生。使用“新”厕所三年来，无
棣县埕口镇牛岗东村村民冯丽娜最大的体会
就是“方便又卫生”。“后续的清理、维修等管护
工作也很到位，不让人操心。”

农村改厕“三分建、七分管”，能够长
期发挥效用是改厕的关键。去年9月24日，一
场全省性的现场会议在无棣召开。“无棣经
验”，这一带着“泥土气”、闪烁着群众智
慧的经验创新，核心就是在建、管、护、
运、用等环节，都有完善的制度规定，各项
工作有章可循。就拿粪污处置来说，无棣专
门建立起粪污中转站，实现了粪污无害化处
置和资源化利用。目前，省内各地都在积极
探索有效解决厕改工作“最后一公里”问
题，实现“管护”模式新突破。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最后一道
防线。去年，山东在全国率先迈出关键一步，全
面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制度、能力、平台、
资金和管理“五个统筹”，避免政策和资金“碎
片化”，让救助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用。

实践中，胶州创新“大救助”机制颇具
代表性。胶州市整合15个政府部门的救助资
源，在政府搭建的阳光民生999救助中心平台
上互通衔接，并自动形成救助对象的“贫困
指数”动态排名，让救助重点一目了然，也
让救助方式向主动救助、事中介入转变，救
助质量明显提升。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要我们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进民生福
祉，就一定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书写好新时代民生答卷。

（□参与采写：王兆锋 马海燕 张海
峰 田可新 李剑桥）

位于沂蒙山区的沂南县为全县中小学教室、学生宿舍等区域安装了空调，保障广大师生温暖过冬。孩子们摸到崭新的空空调很兴奋。（□卢鹏 杜昱葆 供图)

3月8日起，大众日报推出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沿

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派出融媒记者深入全省各

地采访，报端一体、融合传播，推出重磅述评、大事

记、向总书记说说心里话、60秒看山东等报端产品，全

方位展现省委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一步步展开谋篇布局，一步步推

进落实攻坚的生动实践。

更多全媒体报道请扫描下方专题二维码阅读。

60秒看山东

夯实基层基础，做好社会治理这篇大文章。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东围绕

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命题，加快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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