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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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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包括促进医疗、医保、
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等。

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
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
镇、村里解决，始终是深化医改的
一项重要目标。

有序推进 13 个类别的国家医
学中心和 125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落地实施，基本覆盖医
疗资源薄弱省份；着力增强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超 75％的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达
到基本标准……近年来，我国持续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
均衡布局。

决定还提出，加快建设分级诊
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上
病、看好病。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
委了解到，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建设，有序推进国家医学
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设置和
建设，深化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改
革。

医改“接力赛”，医疗、医保、医药
密不可分。相关部门同向发力、形成
合力，才能使医改更加直接惠及民
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

据了解，相关部门将探索建立
医疗、医保、医药统一高效的政策
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制。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本栏均据新华社

21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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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
体系作出部署，明确以应对老龄化、少
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等
改革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
因时因势调整优化生育政策及其配套
支持措施，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
口规模、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决定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
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
友好型社会。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
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
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

力度。
实现“幼有善育”，对于激发“生”

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
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决定提
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
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
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2．96
亿，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如何
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
年？

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
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培育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
营机制；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殊
困难老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决定围绕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作出具体部署。

“这些举措的落实见效，必将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说。

健全人口发展
支持和服务体系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记者 范楚乔 文图

公益性零工市场是托起我市就业民
生的重要服务平台，已纳入就业公共服
务体系管理。去年，我市完成了公益性
零工市场县县全覆盖工作，今年的重点
工作是推进落实公益性零工市场规范化
服务提升工程，以及进一步推动公益性
零工市场效能充分发挥。其中，服务触
角前移是一个关键。

设立零工驿站、组建用工企业微信
群、挖掘农村劳务经纪人、完善基层零
工服务平台……这些举措都是我市人社
部门将零工市场服务触角前移、更近距
离服务群众的有益尝试。

公益性零工市场解决了零工等群体
临休、吃午饭、停放电动车、免费使用
工具等问题，促进求职、咨询、招聘等
服务不断完善。但在运营过程中，公益
性零工市场仍然存在部分群众了解不
深、接受不足，以及招工用工匹配精度
不够高、服务没有完全延伸到基层群众
身边等问题。

服务触角前移，是精准服务群众的
必然举措。更接地气的零工服务，才能
让公益性零工市场充分发挥效能。

接地气，就要以满足群众需求为根
本。

近日，我市各级人社部门坚持“走出
去宣传”和“请进来服务”相结合，持续强
化宣传，进一步提升零工市场知晓度，广
泛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有针对性改进，
让社会各界更清楚零工市场的定位和作
用，进而走入零工市场接受服务。

在提供服务方面，各县 （市、区）
坚持服务零工和服务雇主相结合，坚持
服务零工和服务长工相结合，精准对接
需求，不断提升零工市场的专业化服务
水平。

接地气，就要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如何推动零工服务向群众身边延

伸，打通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最后一公
里”？各县 （市、区） 都根据本地实
际，不断探索适合的路径。

以万荣县为例，苹果套袋、疏花疏
果、药材挑拣等用工需求占零工经济的
三分之二以上。该县近年来创新性挖掘
了一批农村劳务经纪人，为基层群众打
零工、就业增收组织了一支有生力量。

同时，该县还积极探索奖励激励机制，
进一步激发劳务经纪人的积极性。

接地气，就要服务群众“零距离”。
近日，我市2536个“就业社保服务

社区村村全覆盖”基层服务点已试运
行，群众在家门口就可“就近办”“多
点可办”的 40 项高频次就业社保服务
中，包括零工求职登记、零工岗位信息
推荐、招聘零工登记等就业类事项。

这也是就业服务触角前移服务基层
群众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市各级就业服
务部门十分重视这一新平台，不断完善
服务点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利用服务
点让群众就近享受高效、便捷的就业服
务。

以永济市为例，除了有永济零工市
场，各镇就业服务站挂牌零工驿站，各
村 （社区） 的就业社保服务点已开始办
理业务，同时基层网格员也持续为群众
提供信息服务。此外，永济市还积极引
导到村 （社区） 工作大学生，在“就业
社保服务社区村村全覆盖”工作中发挥
优势和作用，逐步完善省、市、县、
乡、村五级就业社保体系。

下一步，我市人社部门将把公益性
零 工 市 场 与 零 工 驿 站 相 结 合 ， 在 乡

（镇、街道） 就业服务站加载零工服务
职能，在不便疏导的零工聚集地布设零
工驿站，通过“零工市场+零工驿站”

“1+N”模式，实现服务全覆盖。
接地气，就要给零工市场建立口

碑、集聚人气。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坚持线上

服务和线下服务相结合，充分利用零工
市场服务场所承办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
动，高频次组织各类日常招聘，使群众
对零工市场的知晓率不断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各县 （市、区） 还
在零工市场开展技能培训、公益讲座
等，引导群众用好零工市场的各类资
源。例如，盐湖区就业服务中心今年开
设的多场公益课程，吸引了不少市民参
加，在帮助大家促就业、学技能方面取
得良好效果。

推进公益性零工市场提质增效，尽
快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打造零工服务
金字招牌……相信在我市各级人社部门
的努力下，今后，公益性零工市场一定
会充分发挥效能，为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提供保障，以零工小市场“守护”好就
业大民生。

服务触角前移，零工就业服务更接地气

▲基层就业社保服务点让群众求职更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