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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置于中国语境的考察下，民生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结合点，也正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生福祉摆在突出位置。新时代十年

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践行“人民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 就 是 我 们 的 奋 斗 目 标 ” 这 一 郑 重 承

诺，向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2、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是 全 体 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的

实现过程中，始终要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根

本诉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同富裕蕴

含两层意思，一是富裕，二是共同，一部分人的富裕不

是社会主义，只有全体人民公平共享发展成果才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特点，这种公平不是平均的、片面的，而是

要照顾到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党的带领

下，成果丰硕，我国近一亿农村人口摆脱绝对贫困，成

为彪炳史册的历史奇迹，也为解决世界贫富差距提供了

样本。追根溯源，都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新飞跃。

3、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阐释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

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低下，城市化水平不到百分之十，五分之一的人

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三步走”

发展战略，并作出科学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

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

足，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

神面貌好一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进步

中，我国各方面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指出

我们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明确提出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深刻反映了民生从

生产生活到生活品质，从需求到质量的转变，也印证了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持续在发展和保障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1、坚持党的领导，把握重要原则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十年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党

内问题频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

之风常见于一些部门，对党的领导存在认识模糊、缺乏

行动力甚至质疑之声，许多错误思潮不断涌现。在此种

情况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增强“四个意识”，

勇于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两个确

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历史和实践证

明 ， 中 国 共 产 党 是 能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取 得 伟 大 胜 利 的 大

党，是能带领人民谋求幸福的大党。因此，保障和改善

民生，增强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久久为功。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 持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 一 切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就 要 想

方设法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安全感，尽力

而行，量力而为。获得感是超出心理预期的现实感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将人民群众是否能得到实质性帮助、

享受到实惠作为民生事业发展是否有进步的评判标准，

政策制定的标准，“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

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

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幸福感作为一种

身心上的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让人民生活幸

福 是 国 之 大 者 ” ， “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幸 福 莫 过 于 为 人 民

幸 福 而 奋 斗 ” “ 让 老 百 姓 生 活 更 幸 福 就 是 共 产 党 的 事

业”……在敌对势力企图扰乱我国内政、分裂国家时，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党中央带领我们坚强

阻击，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只因秉持着“国

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

2、健全体制机制，推进共同富裕

（1）坚持民生领域改革开放和创新

民生问题涉及面广，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程中要坚

持改革创新，解放思想，尤其是要破解体制机制弊端。

首先，要增加民生各领域制度设计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制度在订立之初，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适当调

整，增强各主体协同参与力度，强化共同监督。其次，

要完善制度反馈评价机制。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好不好，

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畅通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和意

见反馈的通道，扩大群众可以参与的平台，降低群众参

政议政的门槛要求。最后，处在民生领域各级岗位上的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将人民群

众的需求放在心上，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在

增进民生福祉上进一步提高服务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