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创新破解就业难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残疾人群体而
言，更是融入社会、实现价值的重要桥
梁。市政协委员岳亚非呼吁以制度创新
破解残疾人就业难题，建议加快制定本
市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
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实施细则。

市人大代表杨景丽说，当前，无论是
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存在不同年龄段的
闲散人员，他们当中很多人通过政府提
供的免费劳动技能培训，学到了相对专
业的劳动生活技能，从而实现了就业。
杨景丽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劳动技能
培训规划时，可以多设计与生活息息相
关的劳动技能培训项目，如收纳技巧、物
业管理、育婴、养老、厨艺、茶艺等，同时
降低群众参与培训的门槛，或者无门槛。

近年来，郑州深入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
全面落实青年友好服务保障，将“青年友好”理念
融入城市功能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等方面，营造人文关怀、普惠共享的城市
环境。本次两会，“青年发展友好型标杆城市”被
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

让青春与城市双向奔赴

“从法律专业视角看，我认为健全青年权益
保障的法治体系至关重要，随着青年群体在郑州
的不断壮大，劳动纠纷、合同纠纷等问题的出现
频率可能增加。我们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
政策，细化青年就业时试用期权益保障、竞业限
制规范等条款，增强法律适用性。同时，强化劳
动监察执法力度，让青年在就业创业中权益无
忧，在郑州安心逐梦。”市人大代表王智勇提出了

《关于持续推进郑州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
建议案。

作为一名扎根郑州的企业管理人员，市人大
代表董国良认为，要大力推动校企合作。“政府可
以联合大型企业设立青年创业基金，为初创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董国良建议充分利用社会闲置
资源打造更优秀创业孵化空间、产业园，为初创
企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创业空间。

“可以通过打造‘15分钟青春生活圈’，构建
‘城市文化活力带’，创新‘青年参与式治理’模
式，让青年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共建合伙人’。”
市人大代表李琛认为，吸引青年的城市氛围是多
维的，涵盖了城市的活力、机遇、文化、生活品质
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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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千年商都焕发新活力

市政协委员朱加军以“夜经济”为切口，勾勒
“夜郑州”新图景。他提议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吸
引企业投身夜间经济开发运营，融入全国市场，
提升竞争力。通过优化城市夜景照明，打造特色

“夜经济”地标。围绕“夜餐、夜娱、夜购、夜游”，
发展科技感强、体验丰富的消费形式，像商业夜
游、灯光秀等。还要丰富文娱活动，培育音乐节、
戏剧表演等夜间展演，绘制“城市夜游地图”，塑
造文旅商业地标，点亮郑州夜生活。

市政协委员王永军建议将二砂创意园打造
成郑州书画创作小镇从而增强城市活力。“可以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书画艺术家、策
展人、艺术评论家等高端人才入驻；组织专家学
者对郑州书画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开
通群众书画文创直播平台，开辟书画艺术研学路
线；积极与国内外书画艺术机构、团体开展交流
合作。”

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城市环保压力增大。
如何兼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市政协委员张
远扬建议，完善再生资源绿色回收利用体系，高
标准建设“无废城市”。比如，建设回收利用网络
平台、打造“互联网+再生资源”交易新模式；建立
高效处置平台，拓宽交易渠道，让再生资源重获
价值，让郑州发展更低碳、可持续。

助乡村振兴绽放现代生机

在广阔农村，推进乡村振兴是提升群众幸福
感的重要保障。来自新郑具茨山的市人大代表
柴富是一名农家餐饮企业经营者，他认为实现乡
村振兴需要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发展现代农业、
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同时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发挥其联农带农作用。他
提议加强农村人才培养和引进，提高农民素质和
技能水平。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建立完善的人才激
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深读两会

事关医疗、教育、就业、养老、宜居……

民生高频词，共话“幸福郑州”新图景
从托育机构的温馨灯火到社区养老的智慧屏幕，从青年公寓的逐梦身影到乡村田野的蓬勃生机……今年郑州两会，“民生”依

然是高频热词，代表、委员建言献策，聚焦“生命两端”的照护之需，谋划“城市未来”的发展之路，守护“人间烟火”的温暖底色，共同
绘就新时代“幸福郑州”的生动篇章。

医育融合织密守护网

随着家庭对托育
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如何高质量发展我市托育事业，让托育机构健康
良性发展，是市政协委员马宇亮最为关心的民生
问题。马宇亮提出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建立卫
健、市监、教育三部门联动的“医育联盟”，构建覆
盖社区的“15分钟应急医疗响应圈”；推动托育机
构整合重组，培育区域性连锁品牌；规范托育师资
认证体系，实施培训学时与实操考核动态监管。

“郑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优化助力生育
政策，普惠托育服务的顶层设计和保障妇女享有
公平就业机会的法律政策日益健全，生育友好型
社会建设大力推进，但在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落
实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市人大代表申宏建议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要进一步降低生育成
本、完善育幼服务、优化育龄女性就业环境。

市政协委员张焜聚焦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提议
在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项目
中，开辟儿童友好活动专区；建设郑州青少年科创
体验中心，助力郑州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
对市内人民公园、紫荆山等公园及其他游乐园进行
全面规划和升级改造，或建设新型的儿童友好公
园，进一步加快郑州儿童友好试点城市的建设。

数字赋能银发关怀

如今，老龄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
而来，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不断凸显。

市人大代表豆雨霞建议，强化社区服务内容
与质量，扩大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整合周边场
地设施等资源，提供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医疗康
复、文化娱乐、康养理疗、精神慰藉、家政上门及

“最后一公里”配送等多样化服务；强化数字赋能，
打造“智慧化”养老模式，建立智慧化养老服务平
台，整合康养产业资源，打通政府端、运营端和客
户端通道，搭建老年人能力评估和养老服务需求

“大数据库”，结合客户身体情况和实际需求，提供
针对性、及时性的服务。同时不断创新社区养老
运营模式，通过“五位一体”医康养模式，将公益服
务、普惠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相结合，增强社区“智
慧+健康+养老+医疗”服务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市政协委员黄兴建议相关单位取消适龄老
年人免费乘车的户籍和居住证限制，允许所有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在郑州免费乘
坐公交和地铁；加快票务系统及终端
设备的升级改造，实现身份证直接乘
车，减少老年卡的使用限制。

市人大代表田文英建议适时调整
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如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
康复定点医疗机构范围，使其能够享
受医保报销政策，从而减轻患者经济
负担，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利用率，进一
步优化“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
复回社区”的科学诊疗模式。

老幼有所依
托起生命两端的暖

民生之重，千钧系
于一城烟火。代表委员们
聚焦城市活力、生态建设、乡
村振兴等民生议题，以务实之策回应群众关切。

业者有所盼 点亮奋斗路上的光
“老幼有所依”不仅是民生的关

键命题，更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
与发展温度的重要标尺。

烟火有所安 守护幸福宜居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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