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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27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2? 26日下午就完善
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第二

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社会保

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
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

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
度安排，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要加

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
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
保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
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
全网，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

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
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

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
生改善和社会保障。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
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我国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推动我
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

制度并轨，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整合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组建国家医疗

保障局。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
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积极发展养老、托幼、
助残等福利事业，人民群众不分城

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老、

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
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目前，我国

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功

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6?人，基本

养老保险覆盖近 10?人，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为人

民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支

撑，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

件。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变化和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就业

方式多样化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保
障体系仍存在不足，必须高度重视

并切实加以解决。
习近平强调，我们立足国情、积

极探索、大胆创新，注重学习借鉴国
外社会保障有益经验，成功建设了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
系。我们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社会保障事

业行稳致远；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共

同富裕，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

公平作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制
度引领，围绕全覆盖、保基本、多层

次、可持续等目标加强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坚持与时俱进，用改革的办

法和创新的思维解决发展中的问

题，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社
会保障事业不断前进；坚持实事求

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

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不脱离实
际、超越阶段。要坚持和发展这些成

功经验，不断总结，不断前进。
习近平指出，社会保障关乎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

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的蓝图。要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新

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提出的新要求，在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思考和谋划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要树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
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

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
程，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要增

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老
龄化、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受教育年

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发展趋

势，提高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

习近平强调，我国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的阶段。要准确把握社会保障各个
方面之间、社会保障领域和其他相

关领域之间改革的联系，提高统筹
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确保各项改

革形成整体合力。要强化问题导向，

紧盯老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反映强
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不断

推进改革。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
柱养老保险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需求。要推动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
责任。要把农村社会救助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统筹谋划，健全农村社会
救助制度，完善日常性帮扶措施。要

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
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健全

退役军人保障制度，健全老年人关
爱服务体系，完善帮扶残疾人、孤儿

等社会福利制度。要坚持不懈、协同
推进“三医联动”，推进国家组织药

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深化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基金

使用效能。
习近平指出，要从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各环节加强社会保障工
作，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社会保障事

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社会保障立法
工作，依法落实各级政府和用人单

位、个人、社会的社会保障权利、义

务、责任。要依法健全社会保障基金

监管体系。要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
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

社会保障资金的违法行为，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命

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

管理体系和服务网络，在提高管理

精细化程度和服务水平上下更大功
夫，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要完善

社会保险关系登记和转移接续的措
施，健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对象精

准认定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应助尽
助、应享尽享。要完善全国统一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深入推进社
保经办数字化转型。要坚持传统服

务方式和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针
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提

供更加贴心暖心的社会保障服务。
要总结这次疫情防控的成功做法，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针对突发重大风
险的应急响应机制。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制度的统
一性和规范性，坚持国家顶层设计，

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加强对制度
运行的管理监督。各地区务必树立

大局意识，严肃落实制度改革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化对社会保
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握规律，

统筹协调，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各项改革方案的贯彻落实，在健全

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上不断取
得新成效。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社会保障关乎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强化问题导向推进社会保障改革

相似遭遇唤起怜爱之情
张心亚的家里就有个智障的女

儿，她也曾彷徨无助。她至今还清晰

地记得 2005年第一次带着女儿推
开阳光之家大门时的那一刻，里面

的孩子表情木讷，有的流着口水，无
法交流眼神，有些孩子脾气暴躁还

讲粗话。相似的遭遇唤起了张心亚

的怜爱之情，“残障孩子很苦，他们
的家长更是不易，我得做些什么。”

于是，张心亚第一个报名当了阳光
之家志愿者。

那时，很多家长对阳光之家不
大了解，也不太愿意把家中残障孩

子带出家门“曝光”，张心亚就协助
残联上门去一家一家宣传，“先让孩

子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没有先例和
教材，但我自己是特殊孩子的家长，

就用我们的方法上课。”同智障孩子
打交道，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爱心，

其次要有耐心。张心亚说，普通人教
一两遍，对他们来说就是成千上百

遍，除了唱歌、跳舞、各种特奥训练，
还要教智障孩子简单的生活自理技

能。根据孩子们的不同情况，张心亚
为他们定制了不同的“小目标”：重

度智障的孩子从不会自己吃饭，到

能拿调羹独立吃饭；中度智障的孩
子从不会抬头看人，到能抬头对你

微笑；轻度智障孩子通过“阳光之
家”培训，走上工作岗位融入社会。

孩子们不仅身体强壮了，也变得开
朗、活泼、有礼貌。“我们就是要他们

相信：你行，我也行，每天进步一点

点，365天就向前跨了一大步。”

熟悉学员性格和才艺
从家里走进阳光之家里的孩子

越来越多了，这些学员都是张心亚

的孩子，她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也

熟悉他们各自的性格脾气和才艺本

领。不少孩子的生活可以自理了，有
的学会了串珠子、编彩球、扎绢花，

2005 年由 6 名学吹口琴孩子组成
的“阳光小乐队”如今已经发展到了

18名学员，乐器种类中从单一的口
琴扩展到萨克斯、电钢琴、中音号、

架子鼓、葫芦丝等。更让张心亚欣慰

的是，原本性格有缺陷的孩子，逐渐
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我只对‘张

妈妈’说心里话。”33?的陆元祥在
遇到张心亚以前，自闭的他不愿开

口说话，他说只有“张妈妈”不会嫌
弃他，还鼓励他学习抖空竹锻炼身

体协调性。“是‘张妈妈’给了我被认

同、被尊重的感觉。没有她，就不会
有现在的我。”在张心亚看来，“无法

提高他们的智商，就挖掘他们的潜
能。老师都希望能够桃李满天下，而

我们是希望铁树能开花。”
2012年，在虹口区曲阳路街道

的支持下，张心亚助残工作室成立

了。张心亚的助残服务半径，从最初
只针对青年残障群体，延展到社区

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类残障人士。

智障人士开启新的人生
今年 40?的何丽萍是位重度

智障人士，她生下来后母亲便离家

出走，父亲又是位盲人。张心亚至今
记得 10多年前敲开何丽萍家的大

门请她到阳光之家参加活动时的情
景，劈头就是一口口水和一顿谩骂。

遭到如此羞辱，张心亚却镇定地从口
袋里掏出纸巾，上前帮何丽萍擦拭留

在嘴边的口水，再将自己的脸擦干

净，领着她走进阳光之家。何丽萍新
的人生就此开启。前几年，何丽萍的

父亲去世了，成了独居的智障人士。
张心亚便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隔

三差五上门看她，家里包了馄饨、饺
子，总是给“女儿”送去，天冷了，叮嘱

她多穿点。现在何丽萍看到张心亚
“妈妈、妈妈”叫个不停。原先不会画

画的何丽萍，拿起了画笔，过去见人
就吐口水和谩骂的坏习惯不见了，现

在逢人便会笑着说：“阿姨好，爷叔

好。”在前年的残奥会上，何丽萍还获
得了羽毛球和保龄球的冠军。

如今，工作室已有 21位智障人
士走上了工作岗位。平时，张心亚会

带着他们走出“家”门，让他们看看
外面精彩的世界，亲吻大自然。她还

自编节目，经常带着孩子们到居委

去演出、义卖，带他们到敬老院和共
建单位去联欢、慰问，让他们懂得感

恩，要回报。16年来，在“张妈妈”的
带领下，专职志愿者队伍也从零发

展到了现在的 46名，社会爱心志愿
者则达到 400余名，张心亚带领志

愿者们先后服务了 41 万人次，48
万小时。许多智障人士家庭也因此

一扫愁眉苦脸，家里多了阳光和笑
声，智障人士徐浩芳的母亲晏萍说：

“‘张妈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笑声
对我们不再是‘奢侈品’。”

本报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员 龙钢

她是每个智障学员口中的“妈妈”
———张心亚助残工作室领衔人张心亚的故事

正手、反手、抛接、跳
跃……灵活多样的抖空竹动
作，引得大家阵阵惊叹。谁能
想到，眼前把抖空竹玩得如此
溜的，竟然是个有轻微智障和
肢体残疾的年轻人，“我能玩
抖空竹，还是我‘妈妈’教的，
你们不知道吧，我还到上海大
世界去表演过呢。”尽管话说
得不怎么流利，陆元祥已是空
竹“达人”了，眼里是掩饰不住
的小骄傲。他口中的“妈妈”，就
是曾获得过“全国最美志愿者”
称号的张心亚助残工作室
领衔人、共产党员张心亚。

■ 张心亚在指导智障孩子串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