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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坚持科学发展，必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和改善

民生，离不开科学发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我们把推动科学发展与保

障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在科学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激发

广大人民推动科学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实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

为本，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

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

人为本，实质上就是要把科学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上，体

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体现在满足人民需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正是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变成

具体实践，用科学发展的成果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发展的需

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

的基本要求。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目的就是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为了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人；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还要求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

础相协调；要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相协调，其目的就是使人们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科学发展的实践中 

   

继续解放思想，增强在科学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应继续解放思想，消除科学发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的思想

误区，深刻认识没有科学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就会失去基础和源泉；忽视保障和改善

民生，科学发展就会失去目标和动力，从而把推动科学发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

 



起来，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当

前，尤其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有的地方为了眼前一时的

经济利益，不惜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进行无序无度的开发，这样做不仅不能实现科学

发展，而且最终也会制约民生的改善。同时，还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既大力推进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兼顾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使人们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条件。 

  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在科学发展中改善民生。推动科学发展，不

断改善民生，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关键。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如何，

直接关系科学发展的进程、改善民生的实效。应进一步完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政绩考

核评价机制，在考核的内容上突出科学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内容，以形成正确的导向。 

  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实现在科学发展中改善民生提供保障。科

学发展和改善民生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研究解

决，这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应大力加强党员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思想教育、实践锻炼等，不断提高他们领导科学发

展、服务科学发展和切实保障民生、不断改善民生的能力，努力开创各项事业的新局

面，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执笔：曹保刚 王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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