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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有一群青年人， 他们成长在改革
的大时代， 他们既能仰望星空， 也能
脚踏实地； 他们对推进改革开放有一
种自觉的担当， 总是想着用自己的才
智与热情去推进社会的进步。 在北京
团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 市委改革办、
市人力社保局等四家单位共同举办的
“我为改革献一策” 活动中， 一批来自
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站到了时代
的潮头， 他们以项目研究的形式， 直
面医疗、 住房、 环境、 交通等首都改
革的重大课题， 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
提出了诸多有实操价值的改革建议，
他们的建言献策产生了良好的实践价
值和社会效益。 午报记者近日走访了
其中多个项目的负责人， 听听这些正
能量的年轻朋友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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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市青年住房情况专项课题组

研究的课题不是停留在纸面上， 而是演变成
政策的一部分， 为首都发展做出贡献的无房青年
人才提供一定支持， 这让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
的刘光祖等4人分外有成就感 。 他们做的这个课
题， 就是为2017年 “我为改革献一策” 活动提交
的 “北京市住房保障体系对青年人才的支持机制
研究”， 为2018年7月北京市 《关于优化住房支持
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 的出台打下扎实
的研究基础。

立足本职工作历时3个月展开研究

刘光祖2014年进入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发
展规划处工作， 负责规划编制、 政策研究、 重要
稿件起草、 课题研究、 文件合规性审查等内容，
目前为主任科员。 法律专业出身的他平时对法律
政策和相关文件就很关注， 区人才公租房备案和
做课题也都是工作内容， 打下了良好基础， 加上
他对社会热点感兴趣， 形成了自己的思考体系。

得知团市委等单位举办 “我为改革献一策”
活动后， 在单位领导的重视支持下， 市住保办抽
调了发展规划处、 审核分配处、 团支部的4名同志
组成课题组， 对青年人才住房课题展开深入研究。

从2017年8月开始， 他们结合工作展开立项、
调研、 分析、 撰写， 走访了本市中关村、 科学城
等青年人才集中的有代表性的园区， 并在市人才
办的安排下与青年人才座谈， 获得了青年创业人
才、 公租房等方面的具体案例， 最终于当年11月
上旬完成研究。

确定基调“把握民生与发展的辨证法”

9月底， 聊起此次课题， 虽然刚刚结束一天的
紧张工作， 但刘光祖的思路依然非常清晰。 他说
作为政策的起草者， 要进行系统化思考， 努力做
到全面客观准确科学。 刘光祖回忆， 为课题调研
中关村创客小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记得当
时走进一家医疗卫生领域的创业公司， 看到那里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小区配套用房中既有办公
格子间、 讨论间， 又有会议室， 家具收起就能办
公， 拉开就能当床， 实现了一房多用， 为十来人
创业团队解决了工作场地和居住的难题。 “青年
员工刚毕业， 收入不算高， 如果自己租房， 只能
租距离较远的地方，而且费用不便宜。 创客小镇的
模式满足了青年职工的需求， 解决了职住平衡问
题，对缓解交通拥堵的‘大城市病’问题也有利，还
促进了当地农村产业升级， 扶持了中小型创业企
业， 是一个 ‘一箭多雕’ 的好范例。” 他感慨。

在研究中， 课题组也遇到了一些磕绊， 比如
政策基调的问题。 住房保障工作是只关注低收入
群体还是扩大到无房青年人才？ 人才住房支持是
否只由住房保障部门提供保障房？ 对人才能否使
用保障一词？ 很多问题没有确定答案， 他们下笔
时也有疑惑。

后来， 领导结合新时期新形势， 对住房保障
工作创新性提出生存型保障和发展型保障并举的
理念， 一下开拓了课题组的研究写作思路。 大家
又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在发展中
改善民生” 的论述以及辅导读本的分析解读， 深
受启发， 找到了工作的方法论指导， 想明白了改
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
质基础。 发展要靠所有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也需
要人才的创新性创造性劳动。 做好低收入者和人
才的住房保障工作， 要把握民生与发展的辨证法，
对无房人才提供支持既能改善民生， 又能促进发
展， 既要尽力而为， 又要量力而行， 既要努力不
断做大 “蛋糕”， 又要把 “蛋糕” 分好。 基调一
定， 再落笔时就顺理成章了。

课题报告共分为五部分 ， 总字数达到20500
字。 结合国内外人才住房保障经验， 根据北京市
实际情况， 课题组从多方面为青年人才住房问题
献策， 提出了面向符合条件的人才定向配租， 在
青年人才聚集区域筹集青年公寓； 在 “三城一区”
等重点功能区及周边建设筹集共有产权住房； 对
不同层次的人才可由政府和用人单位发放货币补
贴； 在坚持公租房小户型为主的同时可结合供应
对象实际适当放宽， 梯度满足各类人群租住需求
等建议， 促进职住平衡、 产城融合。

课题报告助推今年市级政策出台

令课题组成员最有成就感的， 是报告还投入
了实际应用， 直接服务于今年7月发布的北京市人
才住房保障支持政策。 这超出了他们最初只想提
出建议的心理预期， 给予了他们很大的信心。

刘光祖告诉记者， 课题报告与今年的市级政
策在整体框架理念上是一致的， 很多建议也呈现
出政策的雏形， 比如 “租购并举、 以租为主” 的
供应体系， “以区为主、 全市统筹” 的工作机制，
市里统筹区里、 园区制定细则分层落实等。 像原
先全市没有对人才住房保障的统一详细规范， 先
行先试的区、 园区保障做法都不尽相同， 本次课
题从市级层面完成顶层设计提出建议； 之前没有
政策专门规定过人才住房补贴， 课题提出予以租
房补贴支持等。 政策出台后， 对没有相关政策的
区提供了统一指导， 并要求区里制定住房保障的
落地政策措施， 不仅成为实施者， 还要成为本区
人才住房工作的主导者。

刘光祖表示，“我为改革献一策”的活动给青年
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而且这个活动不是结束完
就算，而是理论应用于实际，去促进全市的工作，课
题得以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所以做起来很有成就
感。以后再有合适的社会公共事务活动， 他还会积
极参与。 而且他会继续关注青年人才住房政策落
实方面， 跟踪区里落实情况， 并了解基层反馈意
见， 以检验政策的实施效果， 形成起草、 论证、
发布、 落实、 反馈、 完善的政策 “闭环”。

“我们的课题助推今年市级政策出台”

从左至右为： 赵培 高安富 刘光祖 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