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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  政

2023 年，民政部将加快健全分层分类

的社会救助体系。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我国有 4017.7

万人纳入城乡低保。新的一年，民政部将根

据实际需要适时扩围增效，加强对低保边缘

人口、支出型困难人口的专项救助，做好对

因疫因灾遇困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确保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

此外，民政部将全面落实由急难发生地

实施临时救助政策，为临时遇困群众申请救

助提供便利。

在就业兜底帮扶方面，人社部表示，将

加强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实现零就业家庭至

少一人就业。强化失业人员生活保障，及时

兑现各项失业保险待遇，加强生活救助与就

业促进协同。

财政部提出，2023 年，财政收支矛盾

依然突出，但不会在民生支出上退步。2023

年，将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好因

疫因灾遇困群众、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基

本生活。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

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支持住房改

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推动重

点领域和大宗商品消费持续恢复；促进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发展，利用新技术新应用拓展

购物体验。

商务部将继续推动落实扩大汽车消费系

列政策措施；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推进绿色

智能家电下乡；促进餐饮、住宿等行业恢复

发展。

在进一步恢复和激活消费场景方面，商

务部近日公布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全国

示范智慧商店，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智

慧商圈、智慧商店，给消费者带来耳目一新

的体验。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

清表示，2023 年要以满足新市民需求为重

点，开发更多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鼓励住

房、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同时，围绕教育、

文化、体育、娱乐等重点领域，加强对服务

消费的综合金融支持。

新年伊始，北戴河等 15 家旅游度假区

被新评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随着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许多人将旅行提上日程。

2023 年，国家文旅部将有序开展 5A 级

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评定复核；

推出第一批中国特品级旅游资源名录；统筹

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培育一批乡村旅游集聚区；

推动露营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游等新业

态健康发展。

此外，国家文旅部将建立年度优秀作品

推荐机制，构建艺术传播推广体系。实施“公

共文化新空间”行动计划；深化县级文化馆、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深入实施全国智慧

图书馆体系、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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