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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陆治原：
推进形成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将逐步扩大相关民生保障政策
覆盖面，有序推进民政民生保障由
兜底性、基础性向普惠性发展。

将在已有养老服务设施基础
上，推进在县（区）级健全综合养老
服务平台，在乡镇（街道）健全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在村（社区）健全
养老服务站点，构建县、乡、村三级
养老服务网络，形成一刻钟养老服
务圈，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养
老服务。

强化常态化救助帮扶，在保障
好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
活基础上，出台低收入人口认定办
法，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
出困难家庭认定，健全分层分类的
社会救助体系。要加强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运用“大数据比对+铁脚
板摸排”等方式，确保困难群众有困
难及时被发现、有救助需求及时得
到救助帮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
长王晓萍：

稳步提高养老保险待
遇水平

今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1222 万
人。我们要稳定和扩大就业，任务
繁重，承压前行。

将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出台
新一轮支持政策，稳定招聘规模，扩
大“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项
目人员数量，实施百万就业见习计
划，全面推广求职训练营，推进“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证书”制度。
将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

动，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补
贴职业技能培训 1000 万人次以
上。在培训对象上聚焦最急需的群
体，特别是农民工、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等。

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再提高
20元，这项待遇提高涉及 1.8 亿城
乡老年居民。同时适当提高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重点向中低收入群
体倾斜，这项待遇提高涉及1.4亿多
退休人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
住宅层高提高到不低

于3米

将实施一批惠民生、促发展、防
风险的更新项目，其中在民生项目
上，将着力抓三件事：一是把 2000
年以前建成的城市老旧小区都要纳
入城市更新的改造范围，因地制宜
实施改造，也鼓励地方探索居民自

主更新改造老旧住宅。二是城中村
改造，现在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要在去年新增 100
万套基础上，再继续扩大改造规
模。三是大力推进完整社区建设，
重点是聚焦“一老一小”，完善无障
碍适老化配套设施，增补托育服务
设施、儿童活动场地。

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
慧的“好房子”，住宅层高标准将调
整为不低于3米。

目前，全国 290 多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已经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还
将支持有条件的县级市也开展城市
体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坚决

“稳住楼市”。要巩固政策“组合拳”
效果，把降息、增贷、减税等政策效应
充分释放出来，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继续打好“保交房”攻坚战，切实维护
购房人合法权益；加大“白名单”贷款
投放力度，按照“应进尽进、应贷尽
贷”的要求，将符合条件的房地产项
目全部纳入“白名单”，提供有力的融
资支持，充分保障项目建设交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雷海潮：

2024年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达79岁

2024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到 79岁，比 2023 年提升 0.4 岁，在
53个中高收入国家中排第4位，提
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既定努力
方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6 个部门
去年启动实施了“体重管理年”行
动。体重管理不是一两年就能马上
见到成效的，需要持续推进。

有关慢性病防控和体重管理，
要注重防治结合，提供个性化服
务。我们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
重门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居民
提供良好的专业咨询环境和平台。

在我国乡镇、社区和村，有 60
多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超过500万
名基层卫生人员为百姓看病。据统
计，90%以上的村卫生室已纳入医
保定点服务范围。

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

中国总体保持国防支
出合理稳定增长

在回答 2025 年中国国防费预
算安排相关问题时，吴谦说，近年
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
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同时，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
理稳定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
实力同步提升。

吴谦表示，综合考虑国家安全
和发展全局需要，保障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
应，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战略能力，如期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2025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 1.81 万亿
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2%，其中：
中央本级支出1.78万亿元，比上年
执行数增长7.2%。

吴谦说，增加的国防支出主要用
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新域
新质作战力量，统筹加强传统作战力
量建设，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
二是推进侦察预警、联合打击、战场
支撑、综合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保
障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攻坚收
官。三是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推动
军队院校内涵式发展，建强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四是持续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等领
域配套政策制度，改善部队练兵备战
和工作生活保障条件。

吴谦说，中国政府按照国防法、
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每年的国防
支出预算都纳入政府预算草案，由人
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依法管理和
使用，并对外公布国防支出预算总
额。中方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
制度，预算规模、结构、基本用途等都

公开透明。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
中国的国防支出不论是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
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支出、军人人
均国防支出等都是比较低的。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捍
卫。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也是
世界上周边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国
家之一，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既是应对复杂
安全挑战的需要，也是回应国际社
会期待、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有助
于中国军队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
品，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更多贡献。”吴谦说。

正告民进党当局：悬崖
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死
路一条

有记者就近期“台独”挑衅行径
提问，吴谦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
普遍共识。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
版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也是不
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一段时间以
来，民进党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
裂挑衅，妄图“倚美谋独”、“以武拒
统”，激起了两岸同胞的共同义愤，
必将受到历史和正义的清算。

吴谦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
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几件美
制武器改变不了“台独”灭亡的命
运。民进党当局拿老百姓的血汗钱
去“洋主子”那里买武器，不过是螳
臂当车罢了，又能起什么作用？

“祖国必然统一，这是大势所趋、
道义所在，既是实力使然、更是民心
所向。解放军一向是打‘独’促统的
行动派，近年来绕岛巡航、军事慑压
已成常态。”吴谦说，“‘台独’分子闹
得越欢，脖子上的绳索就会勒得越
紧，头顶上的利剑就会愈加锋利。我
们正告民进党当局：悬崖勒马回头是
岸，执迷不悟死路一条。” 据新华社

民生主题记者会，四部委回应养老、就业、住房等热点话题

住宅层高标准将调整为不低于3米
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
民生主题记者会。民政部部长陆治
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
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就民
政、就业和社会保障、住房、卫生健康
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解放军一向是打“独”促统的行动派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
谦9日就中国国防费预算、近期“台
独”挑衅行径等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民政部部长陆治原（左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右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左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雷海潮（右一）（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 吕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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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9 日从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秘书处获悉，到大会
主席团决定的代表提出议案截
止时间3月8日12时，大会秘书
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 269
件。此外，大会秘书处目前已收
到代表建议8000余件。

据了解，今年的代表议案体
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代表密切联
系人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更
加注重议案质量。总的看，今年
代表议案数量较去年有所减少，
质量明显提升。二是坚持改革
与法治相统一，高度关注重点领
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健全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公共
安全治理机制等方面的议案，共
205 件，占议案总数的 76.2%。
三是稳步推进党中央批准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70
件议案提出的立法项目已经纳
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占议案总数的63.2%。

代表建议关注较为集中的
主要有：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
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促进传统动能焕新升级。推
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
展，激发经济创新活力。强化顶
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加快低空经
济体系建设。依法保护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发挥科技领军企业
龙头作用。结合“十五五”规划
编制工作，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
度。有效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金
融等重点领域风险，更好统筹发
展和安全等。 据新华社

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收到代
表议案269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