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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决定》提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这一要求，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
行动指南，必须深刻理解把握，坚决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内涵丰富、科学
系统的思想体系，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
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认识，
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改革理论推进到新的高度。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地位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强
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
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
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强调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
革，必须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
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全面深化改
革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坐标定位，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的职责使命。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
改革的大方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
动摇，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些重要论述，是总结长期历史
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抓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政治方向。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从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创造
性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
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各项改革都要朝着总目标聚焦发
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
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些重
要论述，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指向
和着力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以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人民利益出
发谋划改革思路，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
么、推进什么，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必须紧紧依靠人
民推动改革，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最大限
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
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必须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判标准。这些重
要论述，为我们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提供了科学的
理论和实践指导，有利于全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上统一思想、统
一行动，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开
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局面，强调新
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改革更多面对的是
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
的任务更重，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
整体性推进，科学作出顶层设计、进行总体构架。指出全面深
化改革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
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
统筹谋划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抓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
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
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这些重要论述，贯穿
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思维和实
践路径。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
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全局和局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
稳、改革发展稳定等关系。强调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
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
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衔接，既
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以钉钉子精
神抓好改革落实。这些重要论述，为正确谋划推进改革提供了
根本的方法论指导。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指导性强，是对我们党领
导全面深化改革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引领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走实走深的思想旗帜。

如何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 高
敬）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1日
说，根据预测，8 月份，我国大部分地
区气温较常年偏高。8 月上中旬，我
国还有两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8
月下旬，高温天气将趋于缓和。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贾小龙介绍，7 月，全国平
均气温为 23.2℃，较常年同期偏高
1.1℃，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持续高温过

程。多地连续高温日数超20天，共有
59 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
或持平历史极值。7月22日至23日，
35℃及以上的高温覆盖面积均超过
200万平方公里。

根据预测，8月上旬，受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以及大陆高压控制影响，
黄淮南部、江淮、江南北部、福建北
部、重庆以及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
西部等地有4至8天高温天气（日最高
气温35℃至38℃），其中8月3日至7

日南方地区高温天气范围大、强度
高，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部
分地区可达39℃至42℃。

贾小龙提示，要防范江汉江南西
南等地高温热浪。针对四川盆地、江
汉、江南等地可能出现的阶段性高温
天气，建议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相
关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相关地方
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准备工作，并
针对水稻、棉花等作物做好高温危害
防范。

8月我国大部分地区预计气温较常年偏高

7 月 31 日，在舟山
市普陀区沈家门渔港
内，渔船静待开渔（无人
机照片）。

8 月 1 日，东海结
束了 3 个月的伏季休
渔，单船桁杆拖网（桁
杆拖虾）、笼壶类、刺网
类、灯光围（敷）网类等
四类（专项）特许捕捞
作业渔船迎来了开渔
季。浙江舟山 2000 多
艘取得特许的渔船结
束休渔奔赴渔场投入
生产，梭子蟹、红虾等
渔获很快将进入百姓
的餐桌。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东海开渔东海开渔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 彭
韵佳 田晓航）国务院办公厅1日公布

《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
制的指导意见》。意见部署了哪些参
保新举措？将从哪些方面保护参保
人权益？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税务总局有关
负责人回应关切。

看点一：进一步放开放宽参保户
籍限制

意见提出，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
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
保；超大城市要取消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就业地参
加基本医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大学生
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

“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取消了参保
的户籍限制，群众持居住证或者满足
一定年限以后就可以在常住地参
保。”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
取消参保户籍限制，将进一步助力新
型城镇化取得新成效。

此外，在现行政策下，灵活就业
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参加
居民医保。

看点二：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共济范围

意见明确，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参加居
民医保的个人缴费及已参保的近亲
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
个人自付医药费用。近亲属是指民
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

“此外，共济地域进一步扩大。”
黄华波说，力争今年年底前共济范围

扩大到省内的跨统筹地区使用，明年
加快推进跨省共济。

看点三：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
提高大病保险封顶线

根据意见，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
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
年，每年可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
额不低于1000元。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樊
卫东介绍，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
参保积累的年限自动清零，再参保
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前期积累的
奖励额度继续保留。

在完善待遇政策方面，意见明
确，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度
新增筹资的一定比例用于加强门诊
保障。

“自从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以
来，财政补助一直占城乡居民医保基
金收入60%以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负责人郭阳介绍，2024年城乡居民医
保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30元，达到每
人每年670元。

看点四：基金零报销有激励

意见提出，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可提高大病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居民发生大病
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
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

根据意见，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
销激励，原则上每次提高限额均不低
于1000元，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所在
统筹地区大病保险原封顶线的20%。

樊卫东举例说：“如果一个地区
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是40万元，那么激励机制‘奖励’后可
以提高8万元，即大病保险最高支付
限额累计是48万元。”

看点五：设置固定和变动待遇等
待期

意见提出，自 2025 年起，除新生
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
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
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
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 1
年，原则上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
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

此外，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
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
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
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
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少
于6个月。

“在等待期里发生的医疗费用，
医保将不予报销。”樊卫东说，为维护
个人医保权益，建议大家按时参保缴
费。

看点六：提供便捷化参保缴费等
服务

意见提出，推动落实出生医学证
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会保障卡
申领等“出生一件事”集成化办理，简
化手续，优化流程，促进监护人为新
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

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司
长郑文敏表示，将在实现医保申报、
缴费等基本事项全面线上办理的基
础上，把银行扣款协议签订、个人缴
费信息查询等关联事项纳入“网上
办”“线上办”。

为更加方便参保人员就近享受
医疗服务，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
康委联合发文提出，2024 年年底前，
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都将纳入医保
定点管理，实现医保服务“村村通”，
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六大看点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六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