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近33..44亿元扶残助残资金惠及亿元扶残助残资金惠及1717万余人万余人
帮助帮助22002200余名残疾人就业……余名残疾人就业……

郑州用爱书写郑州用爱书写““春天的事业春天的事业””

扶残助残
有你有我

每年的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在这个特别的
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近距离感知郑州“春天的事
业”——今年，郑州市共发放各级各类扶残助残资金近
3.4亿元，惠及郑州市域内残疾人群体17万余人，帮助
残疾人实现就业2200余人……这项以爱为名的事业
正把爱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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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快来申领吧

“我今年4岁啦，马上就要
毕业了。感谢杜老师教我学
会说话，我现在都会讲故事
了。”从入园时说话模糊到一
年后侃侃而谈，今年接受了郑
州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小
雨变化喜人。

“小雨 9个月大的时候佩
戴了助听器，3岁时查出语言发
育迟缓，语言清晰度比较差。”
小雨妈妈告诉记者，听力师认

为小雨需要抓紧最后的黄金
期进行抢救式康复训练。在郑
州市中原区某聋儿听力语言康
复中心专业老师的康复训练
下，一年时间，小雨的语言能力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入学只
能说两三个字到毕业时能无障
碍和他人沟通，我心里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小雨妈妈说。

记者了解到，对符合条件
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

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展开
康复救助，是今年郑州市重点
民生实事之一。目前，已为全
市 5400余名符合条件的残疾
儿童提供了康复服务，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帮助残疾学生接
受教育，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率达97%以上。同时，
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作为典
型案例入选《中国儿童友好城市
发展报告（2024）》。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陶
然）昨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
悉，我省已发布通知，2024年
度第二批省级科技研发计划
联合基金项目开始申报。

项目设置

青年科学家项目 重点
支持青年科研工作者大胆探
索更具创新性和颠覆性的新
方法、新路径，开展基础科学
研究，项目资助额度每项
20万至30万元。

重点项目 重点支持围绕
我省重点产业链开展的关键
技术产品研发、应用示范等，
项目资助额度每项100万元。

重大项目 重点支持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我省重点
产业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重
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
和产业技术问题。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资助额度每项不超
过 1000 万元，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资助额度每项不超过
300万元。

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
超过3年，青年科学家项目一
次性拨付资金，重点项目和
重大项目根据年度执行计划
和经费实际需求分年度拨付
支持经费。

已承担省重大科技专项
逾期尚未结项验收，或近3年
内存在省重大科技专项验收
不通过的企业，不得申报。
同一人员只能承担一项联合
基金项目。对同一单位同一
研究方向申报项目，限推荐
申报1项，鼓励单位内部加强
资源整合、形成优势团队。

项目申请单位为企业的
须有实际研发活动，上年度研
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大中型企业不低于 1.5%，其
他企业不低于3%。同时应有
良好的信用记录，未被记入

“信用中国（河南）”黑名单。
项目申报统一实行网上

申报，无须报送纸质材料。
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
申请材料的时间截至2025年
1月22日17时30分。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陶
然）昨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2025年全民技能振兴工
程基地型项目已开始申报。
本次申报工作截至时间为
12月 20日，纸质申报材料报
送至河南技师学院北院区
教学办公楼一楼西招生接
待室（地址：郑州市惠济区
三全路26号），电子文档发送
至hnqmjnzx@163.com邮箱。

申报的项目类型、数量
及奖补标准：

省级技能竞赛公共实训
基地 15 个，省级奖补资金

500万元/个。
省级技工教育优质校

20 个，省级奖补资金 500 万
元/个。

省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 40 个，省级奖补资金 300
万元/个。

省级人力资源品牌培训
基地 20 个，省级奖补资金
120万元/个。

省级世界技能大赛重点
赛项提升项目基地 25个，省
级奖补资金70万元/个。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65
个，省级奖补资金20万元/个。

本报讯（记者 赵冬）记
者昨日获悉，郑州市农业农
村局与市财政局近日联合发
布《2024—2026 年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

《方案》对补贴对象进行
了细微调整，由“从事农业生
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修改为“从事农业生产的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在补贴额方面，结合郑州市农
业生产特点和农机化发展需
求，适当提高了部分重点机具
的补贴额，特别是区域内严重
不足、生产急需的粮食烘干
机、履带式拖拉机、履带式收
获机等。同时，对区域内保有
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的
机具，将降低补贴标准或退
出补贴范围。

暂未列入省补贴范围，
符合地方特色农业发展所需

和小区域适用性强的机具，
可列入市县级财政安排资金
的补贴范围，具体补贴机具
品目和补贴标准由地方自
定，补贴额测算比例不得超
过35%。

在补贴流程上，继续实
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
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
（户）”的补贴流程。推广使
用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手机
APP 等信息化技术，方便购
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
请，加快实现购机者线下申
领补贴“最多跑一次”“最多
跑一地”。

据了解，2021~2023 年，
郑州市通过实施农机购置与
应用补贴政策，共兑付补贴
资金1.2亿元，补贴各类农机
具 12843 台 ，受 益 农 户 达
10443户。

“我今天来招聘会想为自
己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我的工
作需求很简单，早上8点上班，
晚上 6点下班，让我的生活没
有那么紧张。”郑州师范学院特
殊教育学院一名大四女生说，

“之前参加的招聘会很多工作
没有面向我们这个群体，今天
来到招聘会现场，感觉到了政

府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该女
生说。这是今年 10月份郑州
市 2024年秋季残疾人就业专
场招聘活动现场的一幕，仅这
一次就有 45家招聘单位为残
疾人提供岗位800余个。

近年来，市残联通过集中
安置、按比例安排、集体就业
和个体就业等多形式、多渠

道，搭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的
就业服务平台，提高残疾人就
业率。全市举办招聘会 38场
次，培训残疾人 2000余人次；
开展“走访拓岗促就业”专项
活动，累计走访企业220家，开
拓职位 140个，就业岗位 1000
多个。
记者 刘盼盼

家住陇海路的小张常年
瘫痪在床，其母亲也是一名残
疾人，一家人的生活起居都由
年迈的父亲来照料。而小张
的父亲已经70多岁，自己也是
行动不便，还要照顾残疾的儿
子和老伴儿，老张分身乏术，
家庭生活极其困难。

小张的父亲发愁该如何
照顾好家庭？“阳光家园”残疾
人居家托养服务的开展，让这
个小家庭得到及时救助。郑

州市某社区服务中心针对残
疾人家庭的具体需求，开启了
残疾人配餐服务，每天工作人
员都会将两份热腾腾的四菜
一汤送到小张父亲手中，解决
他们生活中最需要的吃饭问
题。今年，这个社区服务中心
已为 150 余名残疾人提供送
餐、助浴、理发等居家托养服
务和日间照料托养服务。

惠残政策连民心。郑州市
今年共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

金 8000余万元，惠及 7万余残
疾人；为丧失劳动能力残疾人
提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救助，
补贴资金 2600万元；为 300余
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
障碍改造，为有需求的残疾人
提供康复和辅助器具服务，康
复服务率和器具适配率均达
90%以上；实施“阳光家园计
划”项目，为全市残疾人提供机
构托养、日间照料和居家托养
服务，完成托养近1000人。

全市5400余名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

康复服务率和器具适配率均达90%以上

全市培训残疾人2000余人次

重大科技专项
我省最高资助1000万元

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基地型项目最高奖补500万元

郑州：农机购置补贴线上申请
线下领取“最多跑一次”

国际残疾人日 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