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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
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全面取
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
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这是提升我
国社会保障水平、发展多层次养老
保险体系的迫切需要，也是增进人
民福祉、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迫切需要。

第一，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对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健全相应社保制度很有
必要。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
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
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
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就业形
式，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等
就业方式。2023年，我国灵活就业
人员规模在2亿人左右。农民工是
指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
业的农业户口人员。2023年，全国
农民工 2.98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7亿人。新就业形态人员是指依
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员，主要包
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
网营销师等。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
状况调查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人
员达 8400 万人。我国已进入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的阶段，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涌现开辟了
就业市场新空间，拓展了劳动者就
业增收新途径，激发了推动经济发
展和转型升级新动能，在保就业、稳
就业、扩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健全相应社保制度，是确保国家社
保制度有效覆盖的需要，也是通过
稳定就业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第二，现行的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和社会保障制度是针对传统就业
方式设计的，难以有效适应灵活就
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我国现有的劳动法律制度是以传统
的劳动关系为基础设计的，滞后于
就业形态新发展，难以适应数字经

济时代灵活化、复杂化、多样化的用
工形式。依据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
和劳动仲裁、审判实践，劳动者权利
保障必须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如果
不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则劳动者
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利就很难获得
法律的保护。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就业方式灵活、
就业门槛低容量大、工作任务自主
多元、主要用工方式依靠平台，劳动
关系缺乏明确界定和规范。加之平
台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采取加盟、
代理、承揽等方式拉长用工链条，或
让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成为商
事主体来规避劳动关系，导致这些
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难、劳动合同
签订率低、社会保险不足、劳动权益
保障有盲区，劳动者的风险不能通
过社会化的方式有效化解。完善灵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
员社保制度，就是要及时有效解决
存在的这些问题。

第三，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重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要抓紧研究制定保障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落实
完善各项支持和保护政策措施。要
提高社保政策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
形态人员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参加社
会保险。要引导企业完善行业公约
和行业标准，加强自律、依法用工，
自觉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用工和权益
保障责任。要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
管，加强对企业用工方式的监督和
合法性审查，对不合理用工现象加
大监管和惩罚力度。要积极开展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使其覆盖更多灵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
员。要大力实施劳动权益保障专项
行动，从公平就业、工资支付、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平台规则算法等方
面补齐权益保障短板，推动各项法
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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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
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
式。”这是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
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着眼
于破解房地产发展难题和防范风
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治本之策。

我国现行房地产发展模式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住房短缺的历史背
景下逐步形成的。针对城镇住房严
重短缺的实际，通过改革住房分配
制度，出台土地、财税、金融等一系
列支持政策，我国实现了从福利分
房到主要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
重大转变，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住
房供应规模快速增加，城镇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大幅增长，人民居住条
件显著改善，住房“有没有”问题基
本解决。推进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
改安置住房建设，建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房地产业及相
关产业的发展，对保障和改善民生、
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同时在房地产市场快速扩张
时期，也存在一些资金过度向房地
产集中，部分房企“高负债、高杠杆、
高周转”等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以及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
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
化，住房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总量
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
给不足，商品房交易结构中二手房
占比提高、存量市场权重加大，城市
间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分化。从供给
结构看，保障性住房供给相对不足，
大城市房价高，新市民、青年人住房
负担较重。从居民需求看，总体上
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改善
性住房需求增加，对提升居住品质
的愿望更为强烈。从经营方式看，

“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存在
风险隐患，亟须转型。从服务经济
发展看，房地产对宏观经济的贡献
方式从增量拉动为主转向存量带动
为主，房地产业作为服务业的特征

更加明显。这些都需要改变现行房
地产发展模式，建立新的发展模式。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总体思路是以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
求为重点，按照政府保基本、市场满
足多样化需求的原则，深化供给结
构、经营方式、调控政策、监管机制
等改革，加快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一是
优化和完善供应体系。加大保障性
住房建设和供给力度，提高保障性
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提升保障
性住房的质量品质及适配性，更好
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推进
解决好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农民
工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支持城乡
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
房地产企业提高住房建设标准、加
强智能科技应用、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持续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和城中村改造。二是转变
运营方式。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
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有力有序推
行商品房现房销售，加强预售资金
监管、严格预售门槛。引导房地产
企业逐步形成适度杠杆比例、合理
负债水平和正常周转速度的发展机
制。三是完善调控政策。完善城市
规划、建设、治理体制机制。充分赋
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
权，因城施策，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
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
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加强住房与土
地、金融资源联动，根据住房需求科
学安排土地供应、配置金融资源，实
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
保持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防止
大起大落。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四是强化安全监管。从我国存量房
屋规模大，一些房屋建成时间长、存
在安全隐患的实际出发，研究建立
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等
制度，形成房屋安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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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西南沟村依托清代民居建筑群进行场景转化，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张浩亮 摄

“绿水长流、青山起伏”的自然
风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生活
场景，“耕读传家、邻里守望”的乡风
民俗……古村落是很多中国人的精
神原乡，每条街巷，每个院落，都见
证着灯火可亲的昔日时光。向内，
俯瞰历史深处；向外，眺望现代繁
华，一砖一瓦，都娓娓诉说着鲜活生
动的人文故事。

身着古装，穿梭在古朴厚重的
深宅大院；漫步窄巷，感受青石板路
留下的历史痕迹；站在檐下，品味太
行清代民居的生活气息……冬日，
走进昔阳县乐平镇西南沟村毛家大
院，历史烟云从目光所及的古建筑
中“复活”，沐浴时代新风的古村落
在文旅融合浪潮中焕发生机。是如
何让古村落“活”起来、“火”起来
的？沿着古村斑驳的道路前行，答
案尽在其中。

毛家大院始建于清嘉庆年间，
已有200多年历史，保留着太行风情
和中国文化的精髓。大院坐西朝
东，负阴抱阳，整个建筑群由一街两
巷六组大院组成，共有120多间房屋
和20多个窑洞，其木雕、砖雕、石雕

精巧高雅，充分体现了以礼为本的
儒家思想内涵，是昔阳古院中的一
颗璀璨明珠。

“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家底’，必
须兼顾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民生改
善，把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融入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为此，我
们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立足本地资源、文化优势，积极
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让和美乡
村因文化而飘香，因产业而兴旺。”
乐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郝晓东
说道。

改变悄然发生。通过充分利用
村落中原有的资源，引用修旧如旧、
修新如旧等建筑手法，西南沟村就
地取材、精心打磨，重塑古村的质朴
模样，实现古村“活化”，让沉睡的

“老宅”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同
时，对村内的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
进行提档升级，积极引导村民进行
植物造景，对村庄周边、公共休憩场
所及房前屋后等地块进行绿化、美
化、景观化，一幅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徐徐展开。村民们感叹：“我们的古

村‘活了’！”
“活”起来的西南沟村吸引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如何让古
村落“火”起来、老百姓富起来，成
为西南沟村新的发展课题。作为
旅游业态的一股新潮流，旅拍更加
适应年轻人群体多元化、时尚化、
个性化和追求浪漫服务的需求，与
毛家大院这个“天然古风摄影棚”
一拍即合。

昔阳县抓住商机顺势而为，相
继在西南沟村实施了毛家大院共享
旅拍基地、特色古典民宿改造、毛家
客栈提档升级、创意文化彩绘等10
项工程，融合了现代田园、古典文化
两种风格，推出地标打卡地、租售、
跟拍等以特色服饰为
主的“古装汉服风旅
拍+”，并开发出“我在
毛家大院等你”古装旅
拍体验产品，为游客提
供服装、妆造、拍摄一
体化服务。

在毛家大院共享
旅拍基地汉服馆，各个
朝代不同制式的传统

服饰琳琅满目。2月5日，来自河北
的游客小范，身着一件淡粉色的斜
襟大氅，坐在化妆台前，化妆师寥寥
几笔间，便勾勒出一对古典细眉，在
高耸的发髻上簪上同色系的非遗绒
花，镜子里立时浮现出晚清时期女
子的面庞。在摄影师的指导下，小
范在毛家大院的窗棂下含羞回眸，
在透着历史沧桑的青石老街上撑起
油纸伞，将美丽定格，在游人的注视
中，成为古村新的风景。

毛家大院成为西南沟村的网
红打卡点，吸引人们的不仅是它厚
重的历史、人文底蕴，更是它的高
颜值和高出片率。“来毛家大院做
晋商少奶奶”在小红书、抖音等社
交平台频频被分享到旅行攻略中，
毛家大院迅速成为旅拍的爆款地
标，激发了不少网友线下打卡的冲
动。热衷旅拍的游客为古村带来
了新的流量，也为村民带来了新的
就业机会。

“现在，村里的旅游产业发展起
来了，我们几个妇女负责打扫卫生、
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希望通过旅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本
地文化，让游客在西南沟村感受古
韵的同时，也对古村落风情留下深
刻印象。”西南沟村妇女主任毛萍
说道。

西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毛永刚告诉记者：“我们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思
路，精心打造了清代太行民居建筑
博物馆、三贤馆、太行民俗文化一
条街、太行山民宿宾馆、特色小吃
一条街、农耕文化体验园6个景点，
形成了以毛家大院为中心的农文
旅融合全产业链，为游客提供全方
位的休闲体验，带动40户村民年增
收1.2万元。”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西南沟村这个承载着百年历史
的传统古村落，正以崭新的面貌呈
现于世人面前。

乡约晋中乡约晋中，，旅拍在昔阳西南沟旅拍在昔阳西南沟——

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古韵乡愁与现代光影的深情对话
本报记者 王 菲

走 基 层走 基 层新 春春

品味中国年味
尽显怡然风采

2月9日，榆次老城内花灯璀璨，游人如织，大家共同品味
浓浓的中国年味，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温暖。在申遗成功
后的首个春节，作为“中国社火之乡”，我市以源远流长的社火
活动为核心，为传统节日披上了一袭绚烂的文化盛装，整个城
市沉浸在浓厚的喜庆氛围中，尽显怡然风采。

本报记者 肖彦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