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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的关注重点与突破口分析 

刘洁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宁波曾八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在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但与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 许多领域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比较突出。为切实把握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的关注领域及具体诉求， 本文通过专题调查， 提出宁波群众实

现“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突破口： 打造城市新型共享社区， 提升住有所居新水平； 建立医疗信息共享平台， 方便群众看

病需求， 努力降低医疗费用； 创新垃圾分类回收模式， 营造舒适生活新环境； 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场馆有序开放， 拓展锻炼

休闲新空间； 促进校企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支撑就业薪酬新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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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更加强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宁波曾八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但与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 一些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为切实把握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重点关注领域

及具体诉求, 本文对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进行专题调研, 聚焦破解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精准把握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注重点 

此次调研我们建立了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指标体系, 通过微信平台和随机问卷发放方式对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这一专题开展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一) 宁波群众最为关注的三大领域 

通过对调查获得的数据的梳理, 排列出宁波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十大领域, 其中, 宁波群众最为关注的前三大领域依次是医

疗服务 (77.62%) 、就业与劳动保障 (68.91%) 、住房保障 (62.35%) , 其排名次序与民生紧密相关。 

(二) 宁波群众关注度最高的十大具体问题 

通过对问卷中涉及到的 65 个问题进行排序, 可知道宁波群众最为关注的十大具体问题分别为:缓解交通拥堵、有足够的养

老机构、优质的医疗服务、满意的薪酬待遇、便捷的运动场所、看病不贵、平抑过高的房价、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制约、租房能

享受与购房同等的待遇、消除教育收费高的现象等。 

(三) 老年人群关注度最高的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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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宁波的老年人群对于“养老”、“医疗”、“环境”三个领域的关注率显著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表明老年人群对于

影响其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的医疗、环境、交通等领域比一般群众更为敏感和忧虑。其中老年人关注率最高的是“是否有足够

的养老机构可供选择” (54.65%) 、“社区能否提供完善的养老服务” (52.33%) 等。 

(四) 在职人群关注度最高的三大具体问题 

相对其他调查对象, 在职人群更关注的美好生活要素主要表现在“教育”、“劳动就业与保障”及“住房”三大领域, 反映

了在职人群作为劳动者主体和承担抚育子女义务的人群, 对于影响其就业的工作、家庭收入维持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更

为敏感和关切。在关注的具体问题上, 在职人群对于“薪酬待遇是否满意” (52.32%) 、“教育收费高” (50.33%) 、“房价过

高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49.67%) 这三项的关注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五) 宁波群众期盼度最高的十大诉求 

通过对问卷调查中的开放性问题“您认为宁波市政府还需做哪些努力”的统计分析, 得出宁波群众对政府期待度最高的十

大诉求, 分别是进一步降低医疗费用、解决学区房价格过高的问题、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证租房和购房享受同等待遇、

多培育一些从事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解决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房价过高问题、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提高

文化体育服务水平、政府工作要多听取百姓意见等。 

二、宁波群众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突破口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宁波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重点关注领域主要集中在医疗服务、就业与劳动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 政

府部门应以这些方面作为今后工作的主要突破口。 

(一) 打造城市新型共享社区, 提升住有所居新水平 

多渠道落实保障性住房用地, 完善资金筹措、建设运作和监督管理等建设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房

价, 加大二手房的供给、分地区分类别限购、增加房屋供给量等。同时, 加快培育和发展宁波住房租赁市场, 探索利用老旧厂

房、仓库、商办楼宇等城市存量旧资产改建为租赁住房, 尤其是家庭式住宅租赁。创新体制机制及运营模式, 建设多元化共享

生活新社区, 为人才落户、群众多样住宅需求提供新的选择。创新改建审批的体制机制, 对于存量资产闲置较大、职住不平衡

的区域, 建议由市政府牵头,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综合评估, 建立快速审批通道, 探索实施并联审批, 允许将老旧厂房、商办用

房等按照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 签订土地补充出让合同, 保证土地使用年限和容积率不变。改建后按照变更许可后的审批要求, 

进行规划、建设及消防审核验收, 可以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二) 建立医疗信息共享平台, 方便群众看病需求, 努力降低医疗费用 

建立以患者为核心, 联合医院、卫计委、药监、社保等部门以及社会药店共同建设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医疗机构处方信息、

医保结算信息和药品零售信息的互联互通、实时共享。医疗机构按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 并主动向患者提供处方, 患者可以自

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买处方药。通过建立医疗信息共享平台, 患者可以获取处方并自主选择购药渠道, 为探索门诊

药房从医疗机构剥离, 进而彻底实现医药分开, 有效降低医院药品库存运输、药剂人员工资等成本打下坚实基础。同时, 完善

公共卫生服务三级网络架构, 加强疾病预防、卫生监督、院前急救、职业病防治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积极强化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的功能, 形成以维护和促进居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管理导向, 满足群众小病能就近解决的需要。 

(三) 创新垃圾分类回收模式, 营造舒适生活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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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政府主导下的企业负责、公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回收模式, 通过垃圾分类的机制创新, 促进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 培育

美好生活需要“人人尽责”的生活理念。政府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支持企业提供垃圾分类服务。企业具体负责垃圾分

类回收工作。培育市场主体, 积极培育本地垃圾分类服务市场主体, 引导本地城建企业、房地产商向城市运营商转变, 培育专

业的垃圾分类服务企业, 抢占国内公共服务市场。提高污染排放标准, 强化排污者责任, 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

严惩重罚等制度, 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营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 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场馆有序开放, 拓展锻炼休闲新空间 

推动学校体育场馆有序开放, 为人民群众就近进行体育休闲活动提供新的空间。明确街道社区责任主体, 切实担负起学校

体育设施开放工作的领导、组织、管理、保险、保障和意外伤害处理等责任, 做到一校一策, 有条件开放。将学校体育场馆交

由第三方公司运营, 政府向运营公司购买公共服务, 运营公司每年为场馆投保公众责任险, 并设立专门的场地设施安全维修员, 

降低学校场馆开放的安全风险。 

(五) 促进校企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支撑就业薪酬新期盼 

加大对紧缺型高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重点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中低端实用技术人才培养。强化分类培训指导, 重点关注

和加强高校毕业生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培训与职业能力建设, 为人民群众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及更高水平的薪酬提供有力支

撑。提高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专门出台校企合作培养技能技术人才的促进办法, 明确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 确

定企业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 促进“双元制”教育模式的实质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