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
统筹：孙友文 编辑：李要好 美编：张妍 校对：学文 AA05焦点政事NEWS

发展产业，人才是关键。我省将
鼓励把康复辅助器具相关知识纳入
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相关专业教
育以及医师、护士、特殊教育老师、养
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专业人

员继续教育内容。
同时，积极发挥全省民政行业

特有职业技能鉴定站作用，每年定
期开展初、中、高级技工职业技能
鉴定。

我市重大疾病集中救助
温暖举行
郑州慈善总会8月以来
已发放300余万元救助金

本报讯 9月18日下午，郑州市重大
疾病集中救助活动在郑州市老年公寓温
暖举行，活动现场共为60位重大疾病患
者发放救助金并为每位受助代表发放爱
心月饼，送去佳节问候。

据介绍，自8月以来，通过郑州慈善
总会大病救助活动发放的救助金有 300
余万元，惠及 1200余人，此次慈善大病
救助活动，是我市“助扶贫之力，创慈善
之城”庆祝第十个“郑州慈善日”系列活
动之一，是郑州慈善总会大病救助模式
的延伸，将多方式、多渠道募集到的善
款，对经过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偿后，
生活仍然困难的群众进行再救助，体现
了党和政府以及爱心人士对大病患者的
关爱。

郑州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直以来，郑州慈善总会把大病救助作为
工作重点，通过各类慈善医疗项目、慈善
大病基金救助有效结合，把分散、零星的
慰问和帮扶变成经常化、规范化的救助，
真正使患者家庭困难状况得到有效改
善，形成了独有的大病救助模式。在 10
月16日第十个“郑州慈善日”来临之际，
也呼吁我市广大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
积极回报社会，更多地参与到慈善事业
中来，更有力地救助困难群体。
郑报融媒记者 裴蕾

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召开后，
市农委迅速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进行
传达学习，并围绕“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我们怎么办”，在市农委系统
开展大讨论、大调研。“市农委将认
真贯彻市委全会部署，突出生态建
设、产业发展、城乡一体化、开放创
新这四项重点工作，切实将市委全
会精神落到实处。”市农委主任周亚
民表示。

周亚民说，市农委将以创建国家
可持续发展农业示范区为路径，以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抓手，在新
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新项目上谋求
新突破，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积极创建全国领先的现代都市农
业示范区。

周亚民告诉记者，在农业生态建
设方面，我市将突出“一圈一层一区

一带”的布局。在市内五区和经开
区、高新区、郑东新区及其周边近 30
万亩农田区域范围内，全域打造都市
农业主题公园，构建主城区服务保障
核心圈；在主城区周边的荥阳、新密、
新郑、中牟等县（市），适宜规模连片
发展的区域重点打造田园综合体，无
法连片发展的区域实施生态补偿或
发展生态景观农业，打造环城都市
农业生态层；在登封、新密、荥阳等
山区丘陵区域，实施生态涵养林及
生态保育工程，建设山区丘陵特色
林果产业区；在邙岭及沿黄区域，加
快推进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项目建
设，培育提升一批休闲农业庄园，打
造邙岭沿黄生态农业涵养带，逐步构
筑起兼具生产服务保障功能的生态
网络屏障。
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产业融合 生态优先
打造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

——访市农委主任周亚民

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召开后，
市水务局党组采取多种形式迅速掀
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同时在
全局上下深入开展“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我们怎么办”大讨论活动，进
一步明确任务，鼓足干劲，立即行
动。“我们将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
工作中，突出重点，实施项目带动，
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强有
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市水务局局
长张胜利表示。

张胜利说，市水务部门将站在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高度，对标武
汉、成都，坚持高标准、高起点，找准
做好水务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和
关键点。重点围绕加强水资源保
护、加强河湖（库）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水环境治
理、加强水生态修复、加强执法监管

等六项主要任务，把水务工作作为
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谋划推进。

张胜利表示，将强力推进贾鲁
河综合治理工程、陆浑水库西水东
引工程、牛口峪引黄工程、环城生态
水系循环工程等重点水利项目，确
保按期保质完成建设任务。统筹协
调推进河长制工作，确保河长制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扎实做好防汛工
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严格落实
督导督查制度，确保全面完成农村
饮水安全、高效节水灌溉和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任务。大力推进地下水
压采，加快《郑州市水资源综合规
划》和《十三五“三条红线”及水资源
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实施方案》编
制，统筹抓好水资源管理，为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水利
保障。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落实六项任务
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

——访市水务局局长张胜利

我省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河南造”康复机器人或将面市
康复辅助器具专业人才也将评职称

本报讯 智能辅具、康复机器人将成为我省重点支持的康复辅
助器具研发领域；将康复辅助器具相关知识纳入医师、护士等专
业人员继续教育内容……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实施意见》，我省将
采取系列措施，加快全省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满足社会康复服
务需求。
郑报融媒记者 李娜

康复辅助器具
要有“河南造”品牌

《意见》提出，到 2020年，全省康复辅
助器具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自主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培育发展一批布局合理、门
类齐备、产品丰富的康复辅助器具生产企
业和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运营的装配、
销售企业，涌现一批知名自主品牌和优势
产业集群，国内外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
高；产业发展环境更加优化，产业政策体
系更加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更加健全，社
会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产学研用整体发
展体系基本形成，全省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竞争力居于全国前列。

康复器具或将突出中医特色
《意见》中提出，相关部门要结合我省

实际，引导企业研发重点康复辅助器具，
将智能辅具、康复机器人、仿生假肢、3D
打印技术、康复训练设备以及康复数字化
平台等作为重点支持的研发领域。

同时，优先将老年人、伤病人护理照
料，残疾人生活、教育和就业辅助以及残
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辅助器具等作为主要
发展领域。加强传统中医康复技术、方法
创新，研发和推广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疗效确切、中医特色突出的康复辅助
器具。

《意见》提出，符合条件的康复辅
助器具企业可依法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依法
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经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的康复辅助器具企业，按规
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同时，推进残疾人基本康复辅助
器具配置补贴制度建设，有条件的
省辖市、县（市、区）可对城乡贫困残
疾人和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辅助
器具配置给予补贴，继续开展为贫
困家庭残疾人免费安装康复辅具器
具活动。

鼓励临床医学学康复辅助器具

税费优惠让企业发展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