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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由全国妇联、国家民
委、民政部、农业农村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承办的“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

2024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在北京主
会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 49 个分会场同步进
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

的 5105对新人参与这场中式集体婚
礼，在同一时刻许下幸福誓言，喜迎新

中国 75周年华诞。全国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为

新人证婚。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陆

治原为新人主婚。

仪式上，通过视频连线，主分会

场的万名新人完成婚礼仪式，共同许

下风雨同行、相知相守、家风润心、向

上向善、修身立业、胸怀家国的幸福

誓言。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文明家庭

等先进典型代表和金婚伉俪代表等

为新人们送上美好祝福。新人代表发

出了争做中华家庭美德的传承者、新

型婚育文化的引领者、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的践行者倡议。

各会场精彩纷呈，广东广州设

置婚俗文化展，把代表广府婚俗历

史文化变迁的喜文化纳入展陈，展

示婚俗礼仪；福建福州邀请 6对台
胞新人参加，成为深化两岸情感融

合的有力印证；重庆将婚礼向婚恋

延展，现场邀请未婚青年观礼；陕西

西安新人们身着唐制婚服，穿过六

国元首共植的友谊树，在中国-中亚
峰会的主会场许下相守誓言……各

地纷纷将优秀传统文化、移风易俗

等家庭文明建设内容融入集体婚礼

环节，以中式婚礼弘扬婚事新办简

办新风貌。

新人们来自 28个民族，遍及科
技、教育、文化、医疗、农业等各行各

业。在各分会场，妇联组织联合有关

部门将传统文化、移风易俗等家庭

文明建设内容融入集体婚礼相关环

节，传承民族婚俗礼仪文化，弘扬婚

事新办的文明新风。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家

国同庆 见证幸福”为主题举办集体

婚礼，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更是

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这场万

人集体婚礼将在倡导移风易俗、婚事

新办简办，反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

进一步倡导新型婚育文化，培育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等方面起到积

极作用。 渊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冤

五部门联合举办全国万人集体婚礼
50个会场同步见证幸福

9月 18日，全国养老服
务工作推进会议在山东省济

南市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

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

究部署新时代养老服务改革

发展任务，推动中国特色养老

服务体系加快成熟定型。民政

部党组书记、部长陆治原出席

会议并讲话，民政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唐承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

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刻领会

养老服务工作的形势趋势、定

位要求、功能作用、总体目标、

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要准确

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化养

老服务改革发展所作决策部

署，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紧迫感，紧紧抓住重要窗口

期，全面深化新时代养老服务

改革发展，加快推动养老服务

从“有”向“优”提质升级，探索

超大规模老年人口国家老有

所养的中国方案。

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

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和养老

服务短板弱项，抓住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构建分

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

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确

保到 2035年实现党中央确立
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成

熟定型、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战略目标。要牢牢把

握养老服务重在基层的规律特

点，着力构建县（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上下贯通、有机

衔接、功能完善、分工科学的养

老服务网络。要以老年人需求

为导向，以失能照护为重点，构

建居家社区机构协调贯通的养

老服务供给格局。要着力促进

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厘

清政府、市场、社会职责定位，

形成事业带动产业、产业支撑

事业的良性发展机制。要切实

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建立

健全权责清晰、分工合作、透

明高效的综合监管体系，以高

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 渊据民政部官网冤

民政部召开

全国养老服务工作推进会议

农业现代化，科技显身

手。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区

里，智慧农业物联网精准监

测作物长势；村内改革大道

旁，多个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入驻农业产业园，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

“小岗村创新发展公司、

小岗村旅游投资公司等‘村

企一体’企业陆续成立，有了

产业依托，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在村里通过自己的专业拓

展事业，村庄发展活力越来

越足。”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李锦柱介绍，去年村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4900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 1420万元。

放眼全国，改革和科技

双轮驱动，激发乡村发展新

动能。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 63.2%，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超 74%，农作
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

过 95%。改革增动力、添活
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 30年试点稳步推进，
全国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

权流转面积超 5.7亿亩。广袤
乡村生机勃勃，亿万农民分

享更多改革发展成果。

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72
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6.6%，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1
个百分点。

“口袋”更鼓，“脑袋”更

富。傍晚，山东枣庄市市中区

税郭镇长汪村的广场舞队在

小广场上又开始了排练。村

民孙景侠自豪地说：“区里定

期请老师给我们培训和指

导，我们村的广场舞队伍经

常代表镇上去演出。”

热闹喜庆的村晚、活力

四射的球赛、丰富多彩的墙

绘……各地区各部门加大优

质文体产品和服务供给，我国

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日益完善，建成公共图

书馆超 3300个，乡镇影院银
幕超过 1.2万块，近 20万家
农家书屋提供数字阅读服务，

村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富足。

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

耕耘的步伐不会停歇。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亿万农民撸起袖

子加油干，昂首阔步迈向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明天。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渊上接 01版冤

9月 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陆

治原介绍各项民政工作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效。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

作的重要论述，围绕更好履行基本

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和基本社

会服务等职责，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把保障民政服务对象特别是广

大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作为

首要任务，把群众关切作为“晴雨

表”，把群众满意作为“度量衡”，着

力保基本、兜底线、防风险、促发

展，推动各项民政工作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强化基本民生保障袁切
实保障各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建立了分层分类的社会救

助体系，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加强

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及时做好

预警和救助帮扶。我们将流动儿

童纳入国家关爱保护范围，为城

镇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提

供权益保障、日常照护、关爱帮

扶等服务，做好对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的养育、教育、医疗

康复等一揽子保障服务。建立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为临时遇困群

众及时提供救助，筑牢困难群众

兜底保障安全网，让他们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体会到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发展基本社会服务袁加
快提升养老尧区划尧婚姻登记等
服务管理水平

我们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

系，针对广大老年人基本需求，建

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加强护理

型床位建设，推进“养老服务+医
疗资源”融合发展，促进医养康养

相结合，积极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履行老龄工作协调职责，推动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

健康支撑体系。同时，开展“乡村

著名行动”，推进乡村地名上图、

农产品上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我们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在全国

21个省（区、市）试点婚姻登记“跨
省通办”，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三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袁积
极发挥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作用

支持成立科技类、服务性社

会组织，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全

国各类社会组织已经达到 88.3
万个。引导社会组织结对帮扶

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引
导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

展。贯彻落实慈善法，引导慈善

力量积极参与扶弱济困、扶老救

孤、恤病助残。今年以来各类慈

善组织向重点受灾省份捐赠款

物达近 30亿元，有力支持了抗
灾救灾和恢复重建。

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民政领域改革，在有效解

决“有没有”的问题基础上，下大

气力解决“好不好”、“优不优”的

问题，努力谱写民政事业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更好服务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 渊据国新网冤

民政部部长陆治原院
推动各项民政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