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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时代脉搏不断跳动。 对于小
康， 人们也不断有着新的理解和
期许。

在城市， 人们不再忧虑吃与
住，但如果雾霾的日子增多，推开
窗后无法看到白云繁星， 幸福感
就会因此打折。

在乡村， 路已经修得四通八
达，钱袋子也越来越鼓，养老、看
病都有了保障， 但从小玩耍的森
林却在退化，河流遭受到污染，心
情也会随之失落。

小康犹如一本不断更新的
民生字典，为经济发展与百姓生
活的方方面面写下时代的最新
注脚。

当中国经济前进的脚步不断
加快， 新的发展阶段、 发展瓶颈
下，小康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
断拓展。

时至今日， 小康包括“让
‘

ＡＰＥＣ

蓝’等能够保持下去”的小
康；也包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小康；还包括“无
数劳动者更加享受劳动带来的尊
严和快乐”的小康……

天更蓝、水更清、食物更安全
……这些内容， 无疑将在“十三
五”发展蓝图中有更多体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中共中央国务
院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为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
作出顶层设计。

从事中国国情研究
３０

载的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认为，“十三五” 规划将是中国第
一个通篇贯穿绿色发展理念与举
措的五年规划， 将会进一步强化
控制污染物的排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姓心中的“十三五”民生图景

什么是小康？

答案在一个个数字里， 一项项指标中。 归根结
底，在人民生活里，在百姓感受中。

“十二五”即将收官，“十三五”正待起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

这是一幅日益清晰的民生图景， 与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呼应激荡，激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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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民共同奔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民生全面保障”

免费享用三菜一汤的午餐、听义诊
人员讲解保健知识……坐在长春市“幸
福里” 助老之家洒满阳光的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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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人陈树生感到心中敞亮。

长春正积极尝试居家养老“定制
化”试点，将

８０

周岁以上的老人定为政
府购买服务对象， 每人每月给服务补
贴，这项试点有望继续扩大，让更多的
老人安享晚年。

在陈树生看来，小康就是“老了能
有个依靠，病了能有人管。 ”

什么是小康？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理解。

大学生说，小康是毕业不用发愁找

工作，每月能有稳定的收入；

农民工说，小康是等到干不动的那
一天，能回老家养老；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织密织牢民生保
障网，就是百姓心中实实在在的小康。

“民生保障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的根基。 ”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
院院长刘迟认为，全面小康不仅是经济
发展，更是人民福祉的提升。 完善社会
保障，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是小康
社会重要价值标准。

“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老龄化、

城镇化速度加快的时期，民生保障更需
要全面、细化，范围越来越广，水平越来
越高———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将进一步加强，

更多的农家子弟上得起学，优质教育资
源合理配置，“唯分数论”逐步淡化；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２０２０

年将实现全国统筹，无论生活在农
村、城市，都将有基本保障；

城乡低保、棚户区改造配套、学前教
育、全民健身等民生领域将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期，“十三五”时期，越来越
多的民生领域将创新体制机制，越来越
多的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 向农村覆
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群体之间的差距将不断缩小。

“社会公平正义”

尽管在南京打工十几年了，但直到
最近谢素容和丈夫才真正感觉在这个
城市安定下来。他们的双胞胎女儿在南
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就读，还能与本地学
生一样在当地参加中、高考。

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副局长庄芸
说，今后，南京将通过对全市所有学校
混合编班、优秀教师流动等方式，进一
步让所有孩子公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

社会公平正义犹如一把标尺，标注
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衡量着
小康进程，也衡量着时代进步。

“全面小康就是要让改革开放的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所有人民。 从根
本意义上来讲，全面小康是社会定位和
社会目标。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人们发现，如今去法院“打官司”

越来越方便了。 到法院立案， 从取
号、排队，到咨询、办理，整个流程走
下来只要二三十分钟。今后还有望进一
步缩短。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人民陪审员
制度改革、推进司法公开等改革，让百
姓在生活中遇到难事能够有地说理，司

法机关能公正断案。 ”北京崇厚律师事
务所主任赵瑛峰说，司法改革将为维护
公平正义打开越来越便捷的门。

法治的点滴进步，对社会个体产生
着深远影响。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姜伟介绍，目前司法体
制改革正在积极稳妥推进，一些改革方
案已经出台，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已经全
面推开，一些重大改革任务已经开展试
点，一些改革事项正在研究论证，司法
体制改革成效将越来越凸显。

不仅司法改革， 异地高考改革、户
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一项项直指
公平正义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据新华网）

“不让一个人掉队”

即使从村委会出发，到达云南省勐
海县布朗山乡曼囡村曼班三队， 仍然
要在狭窄崎岖、 杂草丛生的土路上颠
簸一个多小时。 这里居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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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拉祜
族同胞。

由于地处偏远，村民们至今仍在布
朗山深处以采野菌、割松香为生。 依然
处于深度贫困的村民中，连一个小学毕
业生都没有。

在中国早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今天，类似曼班三队这样贫困的角
落， 无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的最大焦点、

最大难点。

“十二五”期间，党和政府把扶贫攻
坚摆在突出位置， 年均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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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
人，中国“扶贫答卷”举世瞩目。

但作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摆脱贫
困，又谈何容易！

按现行扶贫标准，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
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７０１７

万人，

其中
６

个省份贫困人口更是超
５００

万
人。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到西南
的乌蒙山区，从华北的燕山

－

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到华南的武陵山区、 罗霄山
区，依然集中连片居住着贫困群众。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示和担
当———“十三五”时期，扶贫是一块难啃
却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是一场必须打赢
的攻坚战， 扶贫的成败也将最终决定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

甘肃省通渭县常家河镇贫困家庭
马俊祥家中，一张扶贫图表挂在厅堂正
中———

年人均纯收入：

２６９３

元；

贫困原因：缺资金、缺技术；

帮扶干部：蒲正格；

实施内容： 安装并接通自来水，种
植全膜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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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类似的图表挂上了常家河镇每一
个贫困家庭里， 也挂在了镇干部的心
里。 详尽的信息，具体的举措，为精准扶
贫战略写下生动的注脚。

“干部到我家是‘拔穷根’来的，希
望以后能不愁吃穿， 手头宽裕。 ”如
今，马俊祥的小康梦想更加强烈，也更
有希望。

“十三五”时期，扶贫将会越来越重
视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特别是十八大
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已从原来的“大水
漫灌”转为“精准滴灌”，即通过扶持对
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
村派人、脱贫成效形成“六个精准”。

只有更精准的行动，才能打通扶贫
的“最后一公里”。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
洪天云说：“让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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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锅底人
群’摆脱贫困，必须坚持因人因地、因贫
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