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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为明年经济社
会发展指明方向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闭幕，一系列新提法“新
鲜出炉”。让我们盘点一下，这
次“高大上”的会议中有哪些“干
货”与你我息息相关。

【房地产：取消过时的限制
性措施】

会议提出，通过加快农民工
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允许农
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
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
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
求。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
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
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

扩大到非户籍人口。鼓励自然
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
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
供者。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
施。

近期，中央多次提及房地产
库存问题，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落实，或将
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生活，享受公租房或将不再受户
籍的牵绊，更多的房源或将走向
市场，更多城市或将取消限购政
策，“购租并举”等制度让“居者
有其屋”的梦想并不遥远。

【遏制非法集资】
会议提出，坚决遏制非法集

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
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的底线。

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对于财
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也在增加。
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高利息为诱饵，打着“理财”的
幌子，或披着互联网“外衣”，非
法吸收公众资金。近年来，“卷
款跑路”“存款失踪”等风险事件
屡屡发生，不仅扰乱金融市场秩
序，还损害投资者权益。规范各
类融资行为，打击非法集资，将
帮助百姓守护好“钱袋子”，维护
地方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

【去产能：多兼并重组少破
产清算】

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
能过剩。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

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
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
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
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
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
作。

化解过剩产能是中国经济
调结构必须迈过的“坎儿”，也会
多少影响到在相关行业工作的
职工。去产能也要兼顾社会稳
定，本着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
算的方向，将最大程度地保护职
工权益，稳定就业，稳妥过度。

【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

会议提出，要打好脱贫攻坚
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
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
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
实干，提高扶贫质量。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小
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不能有人
掉队。按照扶持对象精准、项目
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
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
成效精准的要求，扶贫工作将稳
步展开。未来5年，我国将使现
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

【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

会议提出，要加快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
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
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

长期以来，我国中心城市大
医院人满为患，而县级医院门可
罗雀，基层群众看病不堪奔波之
苦。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
纵深推进，药品价格将越来越合
理，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逐
步提高……百姓“病有所医”的
愿望正在变为现实。

【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
判】

会议提出，要继续抓好优化
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自贸区
及投资协定谈判。

日前，中韩和中澳自贸协定
正式生效，为中国同亚太国家签
署双边自贸协定提供了范例。
至此，中国已签署并实施的自贸
协定共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
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
大洋洲、欧洲等地区。

随着自贸区向零关税、零壁
垒靠近，百姓能够享受的实惠也
越来越多，比如一些化妆品不需
要再找海外代购，出国旅游更方
便，可以欣赏更多的中外合拍影
视精品，可以随时品尝到外国的

“土特产”……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会议提出，坚持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
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
提升。

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正在形成一股新浪潮。不过，在
创业之初，不少创业者仍面临着
资金成本、税费负担高企等困
扰，需要低价优质的创业创新服
务平台和发展空间。

会议还提出，要开展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
合拳”。

可以想见，随着会议措施逐
步落实，明年将有越来越多的创
业者焕发出活力，创客“孵蛋”将
愈发有底气。

【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会议提出，要继续抓好农业

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
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
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
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
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
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
了农村这一头，任何时候都不能
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
村。过去几年，得益于农产品产
量的增加、价格的提高和工资性
收入的增长，我国农民收入快速
增加。未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背景下，必须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让农民在产业链上分
享更多收益。

当我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在
城市居住，做好城市工作，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亿万人民
福祉。刚刚闭幕的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深入分析城市发展形势，
明确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
思路、重点任务。会议顺应改革
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
擘画城市发展新蓝图，对于推动
我国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
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
年的约18％增长到2014年的近
55％，城市发展的成就举世瞩
目。但快速发展的城市也面临
着成长烦恼、转型阵痛。不堪重
负的交通，挥之难去的雾霾，垃
圾围城的困扰……种种“城市
病”给粗放的城市发展方式敲响
了警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
个“火车头”，转变发展方式、完
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不
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
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
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
化城市。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
而善应。”认识规律、尊重规律、
运用规律，是做好城市工作的前
提和基础。城市发展中出现的
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对城市发
展规律认识不足、尊重不够造成
的。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
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城市和经
济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

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
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
市建设用地的过程，这就要求城
市发展必须遵循人口和用地相
匹配、城市规模同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相适应的规律。只有认识、
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
城市发展指导思想，我们才能沿
着科学发展的轨道把城市工作
推向前进。

人是城市中最活跃的因素，
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
城市为人民，是做好城市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管理和服
务都应围绕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展开。这既是“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的具体体现，也是充分调动各
方面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从编制
规划要接地气、邀请市民参与，到
严把安全关、质量关，从创造优良
人居环境，到推进教育、医疗、住
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一系列
政策部署，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
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
美好，让城市工作不仅有力度，也
更有温度。

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
程。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在统筹
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统
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
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
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
工作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
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
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

局，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统筹
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
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积极性。这

“五大统筹”，体现了中央对城市
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凸显了着
力解决“城市病”的问题导向，必
将带来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方
式的深刻变革。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
盛德。”做好新形势下的城市工
作，关键在于更新思想观念、创
新发展路径。树立系统思维，从
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
等方面入手，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制定规划，才能防止决策“拍脑
袋”、规划随意改等现象，科学谋
划城市“成长坐标”。树立创新
意识，深化相关领域改革，才能
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创新成
为城市发展主动力。树立“精明
增长”“紧凑城市”理念，坚持绿
色发展，才能防止“摊大饼”式扩
张，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
市。树立延续历史文脉的文化
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留得住乡
愁，打造城市精神，才能避免千
城一面、贪大求洋，对外树立形
象、对内凝聚人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
市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检验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质
量和水平。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进一步推动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们
就一定能开创城市发展新局面，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
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新华社记者 吴雨 陈炜伟

让城市更宜居更美好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何影响你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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