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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有省份均已出台基本养老服务实施方案
　　记者 14 日从 2024 年全国
民政工作会议获悉，2023年，
中国加快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所有省份均已出台实施方
案和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据悉，截至 2023 年 3 季
度，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达40万个、床位820.6万张。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通过开
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项目，累计建成家庭养
老床位 23.5 万张，为 41.8 万
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累计完成困难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 148.28 万户。
　　当日，2024 年全国民政
工作会议公布多组民生数据。
在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方面，截
至 2023 年 11 月底，全国动态
监测低收入人口6600多万人，
保障低保对象 4044.9 万人，
城市低保平均标准 779 元 ( 人
民币，下同 )/ 人·月，农村
低保平均标准615元 /人·月，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4.5%、
7.7%。
　　在儿童福利和权益保护方
面，截至 2023 年 3 季度，全

国共有 14.6 万名孤儿和 38.8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
障范围，集中和分散养育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分别达 1885.4 元
/人·月、1439.9 元 /人·月、
1439.9 元 / 人·月，分别较
上年同期增长 5.2%、6.6%、
6.6%。
　　此外，残疾人福利政策得
到有效落实。民政部基本建立
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和部级数据核对与督导工作机
制，普遍开展“全程网办”“跨

省通办”“主动服务”等便民
服务。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
已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 1182
万人、重度残疾人 1573.3 万
人。
　　2023 年，中国有序推进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和“区
域内通办”，“跨省通办”地
区已扩大到21个省(区、市)，
覆盖全国总人口的 78.5%。截
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年累计
办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25.9
万对。2023 年，民政部部署
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

发展专项行动，累计减轻企业
负担约 31.91 亿元，惠及企业
约 61.6 万个。2023 年，全国
社会组织共招聘高校毕业生
18.4 万余人。
　　民政部还部署开展“乡村
著名行动”，命名更名乡村
地名 15.6 万个，设置地名标
志牌 20.2 万块、门 (户 )牌
957.5 万块，有力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至 2023 年 12 月底，
国家地名信息库共备案地名
4.6 万个，更新地名信息 64.5
万条。

今年春运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或创历史新高
　　2024 年春运即将到来。
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
16 日在北京说，预计今年春
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
创历史新高。
　　李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今年春运是 1月 26 日至

3月 5日，一共 40 天。根据
预测，40 天内大概有 90 亿人
次出游、探亲、休闲等，“这
有可能创历史新高”。
　　他进一步说，春运发生了
结构性变化。传统营业性运输，
包括铁路、公路、民航、水运
客运出行预计达 18 亿人次，

其余 80% 都将自驾车出行，因
此自驾车出行将创历史新高。
　　李扬指出，春运期间保通
保畅压力较大，为此交通运输
部会同有关部门细化春运服务
措施。例如，在改善自驾出行
服务体验方面，加强路网运行
监测，提升收费站通行效率，

提高服务区服务能力和服务质
量。
　　针对务工流、学生流集中
往返情况，李扬说，有关方面
将开展团体票预订、上门售票
等服务，出行集中的将提供包
车甚至铁路包列等服务。在保
障旅游流有序流动方面，将强

化客流、运力信息共享，针对
性投放运力，加强重点景区旅
游和运输等方面衔接。此外，
还将推出空铁联运、空巴联运
等方式，加强运输方式衔接，
让大家感受到春运出行衔接顺
畅高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李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年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当地时间1月16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国际
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年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
席施瓦布主持。
　　李强表示，本次年会以
“重建信任”为主题，非常契
合人们的关切。信任建立在我
们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愿
意为之共同努力的基础之上。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
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
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
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
趋势不会改变。各方应当放下
成见、弥合分歧，以诚相待、
相向而行，团结一心共同破解
信任赤字。
　　李强就重建信任、加强合
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出五
点建议：一是加强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更好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合
力。二是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
作，坚定不移推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切实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携手
打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科
技发展环境，打破制约创新要
素流动的壁垒。四是加强绿色
发展合作，破除各种绿色壁垒，
共同推进绿色转型，坚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五是加强南
北合作、南南合作，全面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弥合发展鸿沟，着力建设
普惠包容的世界经济。
　　李强强调，中国是重信守
诺的国家，始终以最大的诚意，
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实在在
的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最
值得信任的！中国近年一直是
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正以高
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创
新能力等基本面良好稳固，经
济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不会改
变，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中国具有超大规
模市场并处于需求快速释放阶
段，在新型城镇化、绿色转型
等方面将形成规模庞大的发展
增量，将为世界贸易、投资增
长提供更宽广天地。不管世界
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持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