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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
员 王永亮 施书芳）郑州机场高质
量发展再取佳绩，根据刚刚发布的
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郑州机场
客货运增速领先全国大型机场。

据介绍，1至 6月，郑州机场
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335.60万
人次，同比增长 17.8%，增速居全
国大型机场第一名，累计完成货

邮吞吐量23.30万吨，增速12.3%，
增速居全国大型机场第二名，累
计完成运输飞行 10.2万架次，增
速 11.6%，增速居全国主要机场
第一名。截至今年 6月底，郑州
机场旅客吞吐量升至全国机场第
12位，货邮吞吐量在全国各机场
中稳居第7位。

今年上半年，河南机场集团创

新发展模式，高质量推进郑州航空
枢纽建设，各项重点工作向预期目
标稳步迈进。其中郑州国际航空
货运枢纽建设已经初步具备了“网
络通达性、通关便利性、保障基础
性”三大核心优势，具备了向更高
层次、更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基础。
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国内大型物流企
业纷纷将发展目光投向郑州机场。

客运方面，郑州机场不断拓
展航线网络，促成天津航空、俄罗
斯艾菲航空开通郑州至悉尼、莫
斯科洲际定期客运航线，协调航
空公司加密郑州至曼谷、新加坡、
巴厘岛等亚洲地区航线，新开郑
州至恩施、常德、武夷山等国内客
运航线，联合 5家机场、9家航空
公司共同成立“豫—西北机场中

转联盟”，深挖重点客源地中转市
场，巩固提升郑州机场中转优
势。同时，积极开展国际航班通
程值机服务，初步完成“空铁联
运”大客户订票系统研发，努力打
造便捷高效的中转服务体系。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郑州机
场客运航线总数已达 201条，同
比增加30条。

专家建议加速推进
城市化进程

报告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对策和建议。

针对城市宜居度，建议加
强政务公开和权益维护，提升
政治文明；改善居住条件和市
政建设，提高生活质量；提高收
入，降低生活成本，增强城市认
同；鼓励志愿服务，培育民间组
织，丰富居民生活。

针对城市居民获得感，建
议改善民生，增加居民收入，提
高居民经济安全感；进一步加
强社会保障，提高农民及农民
工群体的获得感；加强政府治
理能力建设，提升居民政府认
同感；多措并举，降低城市生活
压力，提升居民获得感。

针对居民幸福感，建议加
速推进城市化进程，重点关注
外来人口幸福感提升；提高公
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尤其重视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特别强调政府的信
用体系建设；弘扬、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
谐、幸福的社会环境。

针对城市居民公共服务需
求满意度，建议政府要转变职
能，实现政府职能向提供优质
公共服务转变；改善公共治理
结构，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主
体；把公共服务绩效指标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调动政府提供
公共服务的积极性；畅通参与
渠道，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
与权，提高服务质量；持续增加
公共服务经费投入。

布局：2020年，每个街道
至少有1所综合社区养老中心

居家养老的前提，是老人社
区附近就能有养老服务中心。

对此，《办法》规定，总户数
超过 3000户的社区（行政村）应
至少设立 1处床位 10张以上的
养老服务中心或日间照料中
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服务半
径超过 500米，行政村养老服务
中心服务半径超过1000米，应在
所辖住宅小区或自然村配建面
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的居家养老
服务站。

到2020年底，每个街道至少
建设1所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养老照料设施覆盖全部城市
社区和60%以上的行政村。

分类管理：养老服务站不能
少于200平方米

建养老服务中心，不是随便
一建就行，要有面积的具体要求。

具体来说，按照建设区域、规
模大小及服务内容不同，把城乡
养老设施分为三大类，即综合性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
心（托老站）和居家养老服务站，
实现养老照料设施的分类管理。

其中，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日
间照料中心按照《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的规定最
小不少于 750平方米，居家养老
服务站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服务：家政娱乐心理慰藉都
要有

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
哪些服务？

《办法》要求，综合性的养老
服务中心是为老年人就近提供集

中照护服务的社会养老服务设
施，采取小区嵌入式设置，辐射周
边社区，提供涵盖机构照料、社区
照护、居家护理的一站式综合型
服务（又称嵌入式养老院），主要
为老年人开展信息管理、居家助
老、社区托老、专业支撑、机构养
老、技能实训等服务。日间照料
中心（托老站）主要为老年人开展
信息服务、科普教育、文体娱乐、
生活照料等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站主要为老年
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助餐、文化
娱乐、心理慰藉等部分服务。

扶持：每张床位最高补6万

建养老中心，政府给补贴吗？
《办法》规定，对县（市、区）

及乡镇办政府建设的公办养老
服务中心，按照自建和改建分别
给予每张床位 6万元和 3万元的
建设补贴，对社会力量建设的综
合性养老服务中心，按照自建和
改建分别给予每张床位 9000元
和6000元的建设补贴。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
站）、居家养老服务站根据面积
及规模大小给予建设补助，面积
200平方米以上 300平方米以下
的补贴 10万元，面积每增加 100
平方米增加补贴 5万元，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

配置一般大额设备（无障碍
电梯、空气能热水器等）可申请配
置设备补贴。养老服务中心收住
老人的，按照养老机构运营补贴
标准执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托老站）或居家养老服务站根据
面积及规模大小给予运营补贴。
面积 200平方米以上 300平方米
以下的每年补贴 1万元，面积每
增加 100平方米增加补贴 5000
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上半年郑州机场客货运
增速均居全国前列

客运航线总数已达201条，同比增加30条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8）》发布

全省社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
本报讯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水平咋样？7月10日，河南省社会治理方面的系统研究

报告——《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8）》在郑州大学新鲜“出炉”，研究表明，我省社
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社会矛盾化解平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状况显著改善。

《报告》依据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开展的一系列综合调查和专项
调查，以及全国、河南省及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围绕发展报告开展的专项调查，通过综合
数据对比，从社会安全、矛盾化解、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五个维度，对我省社会
治理形势进行分析和总体评价。 记者 张竞昳

研究发现，我省社会治安
形势平稳，且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2016年全省万人犯罪率为
7.99人，显著低于全国的 8.82
人；我省交通安全形势显著优
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居中部六
省最佳。2016年，全省 10万人
交通事故发生率为 6.11起，显
著低于全国的 15.39起和中部
地区其他5个省份。

数据显示，2016年我省社
会保障和就业、科学技术、教
育、医疗卫生的公共预算均实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从相对
量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科学
技术支出占比比2015年有所增
加，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略
有减少。总体来说，我省基本
公共服务状况有待提升。

报告从政治文明度、社会
和谐度、经济发展度、环境优美
度、城市喜爱度等几个维度对
全省18个地市的宜居程度进行
了测评，结果显示我省城市整
体宜居情况较好，许昌、漯河、
济源最宜居。

报告显示，2017年我省居民
获得感仍处于中等水平，许昌市
连续两年获得感指数全省排名
第一；我省城市居民幸福感总体
较高，与往年相比有所上升，许
昌、鹤壁、漯河幸福感得分靠前，
安阳、周口、三门峡居民幸福感
有较大提升空间；城市常住人
口、中高收入者及女性居民的幸
福感相对较高，高学历、中年群
体及外来居民幸福感相对较低。

城市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满

意度调查分析显示，我省城市居
民公共服务需求满意度为中等
水平，其中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
最高；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医疗
设备和医疗事故发生率的满意
度较高，医护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的满意度略低；社会保障方面，
医疗保险服务的满意度最高，失
业保险和再就业服务的满意度
最低；环境保护方面，城市绿化
水平、城市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明
显高于城市空气质量的满意度。

交通安全中部六省最佳

城市居民幸福感总体最高

老有所养，我市出台办法保障落到实处

两年后每个街道
至少有1所社区养老中心

本报讯（记者 李娜）老有所养，必须要有硬件保障，对此，郑州出
“重拳”——7月10日，记者从市老龄办获悉，市财政局、民政局共同
出台了《郑州市城乡养老照料设施建设资助和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养老“硬件”不仅有实打实的标准，还有真金白银的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