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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华府D07号楼：
101 鞠延潇、208 金春虎、301 朴光

洙、401王金、503李在雨、506徐志强、

906 姜美玲、908 王国强、-117 孙立

东、-141任思义、-115王新宇、-137孙

立东、-146明克利、-130徐建成。

以上房屋经我公司工作人员多

次通知，至今未领取办理房屋产权

手续，现再次通过图们江报公告通

知你来我公司领取办理房屋产权手

续。

联系电话：15567671277

吉林省嘉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知

连日来，地方两会密集召开。就

业、收入、生育……这些备受关注的民

生福祉在 2024 年将有哪些新变化？各

地政府工作报告透露诸多信息。

就业：设定具体新增目标 支
持重点特殊群体

2024 年稳就业将如何发力？怎样

才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业优先”

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着力点。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力

稳定和扩大就业，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不少于 26 万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工作，促进 12 万城镇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4万农村劳动力就

业参保。宁夏明确，力争高校毕业生

毕业去向落实率保持全国领先，城镇

新增就业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0万人。

保障重点人群就业也是各地的重

点工作。河北、福建、重庆等不少地方

政府工作报告，都对高校毕业生、退役

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出

要求。湖南等地提出，确保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代表，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

书记、厅长李晓波说，要进一步强化就

业优先导向、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优化

基层就业服务、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收入：明确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 促进农民增收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带来哪些真金

白银的福利？老百姓的收入增幅能否

赶上GDP的步伐？记者梳理发现，多个

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收入增速

目标。

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5%、

6.5%；天津、江苏、福建等地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

济增长同步。

有些地方还强调增加农村居民收

入。吉林不仅提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还

明确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农民收入

力争两位数增长。江苏提出，深入实施

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进一步强化农

民增收举措。

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鸿远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鲁涛说，坚持居民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

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在

收入上“做加法”，让人们的“钱袋子”鼓

起来，将使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医疗：推进医疗中心建设 提
升基层诊疗能力

从不少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老百姓就医将获得更多便利。

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

“一次就诊只挂一次号”服务试点覆盖

面；“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实现全覆

盖。重庆提到，建立“一人一码一档”全

生命周期电子健康档案，推动跨机构检

查检验结果数字化互认。

许多地方努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湖南提出，推进

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海南明确，

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达标率 95%以上。广东提

出，发展壮大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能力

建设，让广大农民群众就近获得更加优

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儿内科主任徐翼表示，目前基

层存在的问题是医疗服务质量同质化

和基层诊所医疗人员配置不足。要在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引领下，通过互联

网医院建设、高水平医院联动建设等举

措，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

生育：生育、养育、教育支持
体系全面提升

新的一年，不少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生

育、养育、教育支持政策体系，资助新生儿

免费参加基本医保，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建设。江西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争创

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国家儿童

友好城市，让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一些地方提出明确目标：黑龙江将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3岁以下婴幼

儿托位总数达到11.7万个。上海明确，

新增3000个公办幼儿园托班托额、7000

个社区托育托额。

江西省政协委员、江西省妇幼保健

院主任医师欧阳安说，对新生代的“温

度”关乎我们未来发展的“高度”，应加

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综合

运用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

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

教育负担。

养老：改善照护条件 既兜底
也提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让老年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成为地方两会

关注的热点。

天津提出，2024年将打造智慧化养

老服务机构10家，完成居家适老化改造

1000户，推进7类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

关爱服务，深化老年人助餐服务。山东

明确目标，新增两证齐全医养结合机构

30家、家庭养老床位1万张，实施特殊困

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5万户。

不少地方将着力提升养老待遇。

河北提出，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

准。在养老帮困方面，浙江将全面推行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4年新增参保人

数2000万人以上。

“切实的规划让我对新一年养老事

业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天津市人大

代表、天津市南开区鹤童老年福利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马丹说，未来还应加大养

老行业人员培训力度，通过产教融合等

方式不断提升从业者的照护水平，带动

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养老服务行业。

消费：积极培育壮大新型消
费和服务消费

新的一年，各地将在促进消费提质

升级上下功夫。

广东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和服

务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

健康消费，推动直播电商、智慧零售等

健康发展。河北将抓好国家“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试点。上海提出，加快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深化全球新品首发

地建设，实施商圈能级提升行动。同

时，培育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也成为不少地方发力的方向。

一些地方对满足住房改善等消费

也有明确举措。湖南明确提到，大力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山东提出，

用好“认房不认贷”、降低首付、“带押过

户”等政策，优化完善稳市场的具体措

施，推进“青年优居计划”，更好满足居

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广东省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青

年总会主席吴学明表示，大力发展新型

消费，可以积极发展直播经济、网红经

济，支持新型消费明星项目提质发展，

鼓励策划主题消费活动，如举办购物

节、消费季、博览会等。

（记者 黄江林 周颖 刘惟真 谢建

雯 闵尊涛）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从地方两会透视2024年“民生清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就业、收入、生育……

博物馆内，熙熙攘攘的游客感悟中

华文明的魅力；美术馆中，南来北往的

人群领略艺术创作的风采；大街小巷，

烟火气不断升腾，年味越来越浓……新

年伊始，华夏大地涌动着文化的热潮，

铺展开振奋人心的图景。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

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江流万里，绵延不

绝；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拥有五千多

年历史的中华文明静水深流，始终如春

风化雨浸润亿万人心、滋润百姓心田。

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

始终以高度文化自觉，重视发挥文化工

作成风化人作用。革命战争年代，一张

张《红色中华》《红星》报，一出出生动的

活报剧，激发“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力

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读着《创

业史》，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心潮澎

湃投入建设大潮。改革开放新时期，大

家听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读着《平凡

的世界》，看着《渴望》，满怀热情投入时

代洪流。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新时

代，我们坚持在文化的轴线上把握历

史、现实与未来，汲取文明滋养和时代

的精华，激荡起新征程上的民族自尊、

自信和自强。

浙江良渚古城遗址、甘肃敦煌莫高

窟、山东曲阜“三孔”、福建武夷山……

一处处世界遗产勾勒出中华文化的绚

烂图景；上海中共一大会址、辽宁辽沈

战役纪念馆、安徽渡江战役纪念馆……

一个个红色地标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从《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编纂出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等文化殿堂相

继落成，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空蔚为大

观。今天，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

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

志气、骨气、底气更强。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也

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

《流浪地球》《长津湖》《山海情》《觉

醒年代》等影视作品兼具历史厚重与现

实关怀，从银幕到荧屏精彩纷呈；《人世

间》《雪山大地》等文学作品折射波澜壮

阔时代变迁，字里行间展现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诗词

大会》《唐宫夜宴》等电视节目广受青

睐，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深入推进……

人民徜徉在饱蘸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

海洋中，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中华文化正

展现出更旺盛的生命力、更强大的感召

力。如今，矢志复兴的中华民族，又一

次踏上新征程。翻开党的二十大报告，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的重大部署催人奋进。

迈向光明宏大的未来，眺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前景，沐浴文明辉

光，凝聚精神力量，继续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我们信

心百倍、力量十足。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春风化雨润人心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韩国江陵2月1日电（记者

王春燕）江原道冬青奥会花样滑冰团体

赛 1 日举行，中国队获得第四名，韩国

队、美国队、加拿大队分获前三名。

这是冬青奥会首次设置花样滑冰

团体赛，设女子单人滑、男子单人滑、冰

舞和双人滑四个单项，每个单项只比自

由滑或自由舞，每个代表团要至少参加

三个单项的比赛。每个单项中得分最

高的选手或组合可以得到5分，积分按

照排名顺序递减。每支队伍取成绩最

好的三个单项的积分总和进行排名，得

分最高的队伍获得金牌。

中国队参加了冰舞、男子单人滑和

女子单人滑项目。其中，冰舞组合刘

桐/葛全朔获得2分，男子单人滑选手田

桐赫拿到3分，女子单人滑高诗棋得到

3分，中国队以总分8分排在第四位。

东道主韩国队积13分获得冠军，他

们在男子单人滑和女子单人滑上分别

拿到5分，冰舞收获3分。

结束冰舞比赛后，葛全朔说，其实

他在上午训练时闪到了腰，原本想放弃

托举动作，但最后还是决定尽力拼一

把，“在比赛中能听到队友们的加油声，

确实感觉有一股劲儿去支撑我继续滑

下去”。

田桐赫在团体赛自由滑比赛中得

到125.12分，这比他在男单比赛中的自

由滑成绩提高了近13分。他对当天的

发挥非常满意：“今天在心态和身体上

都很放松，脚伤也比之前好很多。团体

赛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临场调整状态的

能力提高了，这对今后参加个人比赛也

会有很大帮助。”

高诗棋同样满意自己的发挥，她的

118.31分比个人比赛中的自由滑成绩提

高了 10.18 分。“今天能做到这个程度，

是队友们给了我勇气，我是很自信地站

到场上的。虽然我们只是第四名，但是

我们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了，所以

我为我自己和队友们感到开心。”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记者 谢希

瑶）商务部1日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65754.3 亿元，同

比增长 10%，服务贸易规模创历史新

高。旅行服务增长最快，全年旅行服务

进出口14856.2亿元，同比增长73.6%。

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服务出口

26856.6亿元，同比下降5.8%，服务进口

38897.7 亿元，同比增长 24.4%；服务贸

易逆差12041.1亿元。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较快也

是一大特点。2023 年，知识密集型服

务 进 出 口 2719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 。 其 中 ，知 识 密 集 型 服 务 出 口

15435.2 亿元，同比增长 9%，增长最快

的领域为保险服务，增幅达67%。知识

密集型服务进口 11758.5 亿元，同比增

长 7.8%，增长最快的领域为个人、文化

和娱乐服务，增幅达 61.7%。知识密集

型服务贸易顺差3676.7亿元，同比扩大

423.5亿元。

2023年以来，旅行服务保持高速增

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59.2%，进口同比

增长74.7%。

市民在西安一民俗年货

节上选购商品（1月30日摄）。

春节临近，西安年货市场

生意红火，年俗集市热闹非

凡，市民在购物逛展中感受浓

浓年味。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年俗集市
供需两旺

2023 年 我 国 服 务
贸 易 规 模 创 新 高

旅行服务增长超七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月

1日正式施行，剑指“天价彩礼”问题，受

到社会关注。

彩礼，来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

的“六礼”，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宜其室

家”的美好愿望。有人也许会疑惑：“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彩礼，为何需要司

法部门立规矩？

彩礼归根结底是“礼”，但一段时间

以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有人将彩礼

视为衡量爱情和婚姻的“筹码”，甚至形

成明码标价的地域“行情”。因彩礼引

发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扭曲的“彩礼观”，给年轻人造成经

济压力，甚至滋生违法犯罪。最高法司

法解释及时回应热点问题，治理高额彩

礼陋习，助力移风易俗。

——遭遇借彩礼索取财物怎么办？

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

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离婚了，彩礼还不还？

对于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

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

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以

支持。但是，在“闪婚”“闪离”的情况

下，法院会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

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

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

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分手”时还未登记结婚，彩礼

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

返还，但亦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

之实”。应当根据相关实际情况和事实，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多少金额算“高额”？

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

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

等因素。

高额彩礼，从来就不是婚姻美满的

保证。举个现实中的案例：男方王某某与

女方李某某2020年9月登记结婚，王某某

家在当地属于低收入家庭，给了李某某彩

礼18.8万元。后因家庭矛盾，王某某于

2022年2月起诉离婚并要求返还彩礼。

审理法院认为，结合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及

王某某家庭经济情况，18.8万元彩礼款属

于数额过高。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

间较短，女方曾有终止妊娠等事实，酌定

李某某返还彩礼款5.6万余元。

彩礼不能成为婚姻的负担，婚姻也

不能靠彩礼来“成全”。

司法部门统一裁判尺度，明确标

准、定分止争，对于治理“天价彩礼”有

特别意义。据悉，人民法院接下来将通

过妥善审理相关案件，以案释法、依法

释理，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

端治理工作。

打好治理高额彩礼的“组合拳”，各

地各部门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开展婚姻

家庭辅导服务，整治婚姻不正之风，把

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纳入乡规民

约……助推形成健康的新时代婚俗。

让 婚 姻 始 于“ 爱 ”，让 彩 礼 归 于

“礼”，这是对婚姻美好的祝福，也是对

社会文明的守护。摒弃“天价彩礼”，打

造新时代婚俗，以更好培育新时代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向“天价彩礼”说“不”！最高法司法解释1日施行
新华社记者 罗沙 齐琪

中国队获冬青奥会
花滑团体赛第四名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