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做出了一系列新部署。

如何贯彻落实好人社领域的改革任务？ 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将从

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记者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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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晓萍

权威发布

七部门：

进一步便利境外人员

在国内住宿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服

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便利境外人员住宿若干措

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7 月 25 日对外发

布。通知围绕依法合规经营、提升接待能力、加强

行业自律、发挥平台作用、优化登记管理、畅通服

务渠道、提升支付便利度、营造友好氛围八个方

面，推动进一步便利境外人员在国内住宿。

通知要求，地方相关部门、网络运营平台不

应以资质要求等为门槛限制住宿业经营者接待

境外人员住宿， 网络运营平台、 住宿业经营者

不应违规对外发布不接待境外人员住宿的有关

信息； 支持住宿业经营者开展培训提升服务能

力， 强化行业自律， 确保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

规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 压实网络运营平台

责任， 加强对入驻商家发布信息审核把关；进

一步优化住宿业经营者对境外人员住宿登记的

管理服务工作， 简化信息采集项目， 坚持教育

管理先行， 包容审慎执法； 完善境外人员沟通

服务渠道， 持续推动提升住宿领域支付便利

度，营造良好涉外服务环境。 （谢希瑶）

国务院国资委：

上半年中央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1.4万亿元

据国务院国资委消息，1 至 6 月中央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净

资产收益率 6.9%，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

投入强度同比稳定增长， 生产经营稳中有进、

质效向好。

今年以来，国资央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两翼齐飞 ， 新兴产业布局持续加

力， 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科技创新效

能持续提升，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新突破，

在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 更深程度融入国家创

新体系； 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入开

展， 重点改革任务加快落地， 监管服务效能进

一步提升。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半年，

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 加快推动

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 突出抓好高质量的稳增

长， 更加注重经营业绩的含金量， 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 做好重要基础产品保供稳价， 从严抓

好中小企业账款清欠，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李心萍）

市场监管总局：

家具领域

新的强制性国标发布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委） 近日修订发布了《家具结构安全技术

规范》《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婴幼儿及儿童

家具安全技术规范》3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推动

提升家具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助力保障消费者

健康安全。

据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家具

结构安全方面，《家具结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规

定了倒圆倒角、零部件结合牢固性、锐边锐角、垂

直活动部件、防脱落装置或警示标识、脚轮锁定

和产品整体稳定性等基本安全性项目要求。 同

时，针对双层床、屏风、折叠翻靠床、实验室家具、

卫浴家具、玻璃家具等产品的特点，提出了相应

的安全性要求。标准发布实施将在保障家具使用

者的人身安全方面起到重要技术支撑作用。

在限制家具有害物质方面，《家具中有害物

质限量》 标准规范了各类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的要求， 增加了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定义及限

量值。 （孙博洋）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大任务

问：如何看待新时代民生领域

的改革成就？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

障和改善民生，顺应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部署推动一系列针对

性强、含金量足的重大改革 ，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例如在就业方面， 党中央坚持

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

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各种压力挑

战， 城镇新增就业年均 1300 万人，

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

作为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我

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保持了

就业局势的总体稳定。

在社会保障方面， 改革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 党中央推动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建成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养老

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分别从 2012 年底的 7.9 亿人 、

1.5 亿人、1.9 亿人，增加到 2023 年

底的 10.7 亿人、2.4 亿人、3 亿人。

《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

任务。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

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的价

值取向。 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

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乘势而上，

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续写保障和

改善民生领域改革的新篇章。

坚持以人口高质量发

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问： 进一步全面深化人社领域

改革，面临什么样的新形势、新任务？

答：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社

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关系

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成色。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 国 内 形 势 ，

面 对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 面 对 人 民 群 众 新 期 待 ，迫切

需要进一步深化就业和社会保障

领域的改革。

从就业看， 我国劳动力总量依

然庞大， 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但就业总量压力仍将持续存在。 同

时， 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

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

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建设，

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

求。 技能人才短缺、人力资源供需

不匹配 、“有活没人干、 有人没活

干”的情况并存 ，结构性就业矛盾

日益凸显。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还

有大量工作要做。

从社保看， 我国部分群体社会

保障仍有不足，一些人还没有纳入

社会保障范围，一些重要的制度还

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还有不少地

方需要改进。 同时，我国人口老龄

化趋势明显，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

推进，就业方式多样化、特别是新

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带来一系列

新情况新问题。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百姓关心什么 、期盼什么 ，改革就

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我们要自

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

绕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把握民生工作稳定性、 连续性、累

积性的特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 ，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

问：如何落实《决定》对完善就

业优先政策提出的改革任务？

答：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

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

新使命。

一是始终坚持就业优先， 使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

容的过程。 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财

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

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充分发

挥各类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主渠

道作用。 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

方式，厚植良好的就业生态。

二是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 完善技能人才培养、 使用、评

价、激励制度。 统筹抓好教育、培训

和就业， 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

制，强化供需对接。创新培养方式，充

分发挥企业培养使用的主体作用。

三是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

策体系。 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群体作为重中之重 ， 拓宽就业空

间，畅通成长路径，强化品质服务，

加强就业观念的引导。 坚持农民工

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特

别是要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

务工收入。 强化就业困难人员公益

性岗位等兜底安置。

四是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增强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 建设

和用好全国统一的就业公共服务

平台，推行“大数据 + 铁脚板”管理

服务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有高效便捷的就业服务。 完善促进

创业带动就业的制度，营造公平就

业环境，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

市场体系。

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

问： 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

答： 我们将按照系统集成、协

同高效的要求，进一步深化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 促进制度成熟定型，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充分、

更加可靠、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

增强社会保障可持续性， 夯实

稳健运行的制度基础。 推进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

筹资金调剂机制。 积极发展第二、

三支柱养老保险，全面推开个人养

老金制度。 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鼓励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增强社会保障可及性，将更多的

人群纳入覆盖范围。健全灵活就业人

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

度，积极推动高质量参保。 扩大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增强社会保障安全性， 健全社

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 压实基金安

全风险防控主体责任，落实监督责

任， 加强对基金运行的全链条监

管，不断提高风险防控水平。

增强社会保障便捷性， 持续优

化经办管理服务体系。 加快完善统

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健全

“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机制，全面

加强服务，推行以社会保障卡为载

体的“一卡通”民生管理服务新模

式，让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

增强社会保障规范性， 加强法

治建设。 适时完善和修订社会保障

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制度的规范统

一和刚性约束。 加大现有法律法规

的贯彻实施力度，提高法律法规权

威性和执行力。 （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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