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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

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

报告，从多个方面部署民生新举措，勾勒出民生发展新图景，一起来看看。

从三个报告看 2023 民生新改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左右。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计划报告提出，实施 2023 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组织就业见习和专

项培训。深化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组

织开展国聘行动等专项服务活动。预算报

告提出，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 668

亿元、增加 50 亿元，支持各地落实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收入。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

恢复。

计划报告提出，探索多渠道增加中低

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

性收入，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持续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预算报告提出，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对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

节能产品等予以适当补贴或贷款贴息。

医疗领域的举措重点在于“提质”与“均

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计划报告提出，增加农村和欠发达地

区的医疗资源。建强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

体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预算报告提

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640 元，并

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5 元，达到

每人每年 89 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疫情防

控已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

围绕保健康、防重症，重点做好老年人、

儿童、患基础性疾病群体的疫情防控和医

疗救治，推进疫苗迭代升级和新药研制。

计划报告提出，促进老年人接种率持

续提升。推动城市医疗资源下沉农村，畅

通市县两级转诊机制，补齐农村疫情防控

短板。预算报告提出，适当延长新冠患者

救治经费保障政策，对其符合新冠病毒感

染诊疗方案的住院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

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就业：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收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医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疫情防控：防重症、保重点人群、推进疫苗迭代升级和新药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