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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裴蕾

本报讯 一旦有地震等灾害发生，如何迅
速安置灾民？昨日，市政府下发郑州市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实施方案，规定到 2015年底，全市
要建成15个Ⅱ类以上，每个社区都要建成一个
Ⅲ类应急避难场所。

2015年底，每个社区都建有应急避难场所
据悉，市政府提出，我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园、绿地、广场、学校操
场、体育场 (馆)和露天大型停车场等进行改
造，或通过增建必要的设施 ,使之达到应急
避难场所的建设标准和要求 ,具备避难的功

能。值得关注的是，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应
急避难场所在选址时，要以居住区、学校、大
型公共建筑等人口相对密集区域的人员 30分
钟内步行到达为宜。

根据安排，我市的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将分
为三个阶段：到明年底，对基本符合城市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标准要求，不需进行大的改造和建
设的公园、绿地等场所，按照统一规范和标准完
成应急避难场所标志的设置；到 2015年底，以
中心城区为主，在全市建成 5个市级Ⅰ类应急
避难场所、10个区级Ⅱ类应急避难场所和每个
社区建一个Ⅲ类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以及与
之相应的疏散通道系统，初步形成中心城区应
急避难场所体系框架；到 2020年底，进一步完

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配套设施,基本形
成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满足市民居住医疗等需要，I类场所还将设
停机坪

市政府将避难场所分为3类:
I类场所可供受灾居民避难(生活)30天以

上,面积在 20000平方米以上(中心城区三环以
内15000平方米以上)，服务半径5000米；

II类场所可供受灾居民避难(生活)10天以
上 30天以内，面积在 4000平方米以上，服务半
径1000米；

III类场所可供受灾居民避难(生活)10天以
内，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服务半径500米。

避难场所应该有啥设施？据悉，Ⅲ类应急
避难场所设施，将配置满足应急生活需要的帐
篷、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设施、供水设施等基本
设施设置,可安置受助人员 10 天以内。Ⅱ类
应急避难场所，将配置具备一般设施设置 ,
可安置受助人员 10~30 天，同时还将增加应
急消防设施、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等。Ⅰ类应
急避难场所配置具备综合设施设置，将安置
受助人员 30 天以上 ,在基本设施、一般设施
的基础上还增加应急停车场、应急停机坪
等，将确保应急避难场所内或周边设置直升
机起降的应急停机坪。应急停机坪地面应当
平坦硬质,周围无高大建(构)筑物,保证直升机
升空平行安全角度。

□郑州晚报 董艳竹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第二届中国郑州产
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省人
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商务厅、省政府国资委、省通信管理局、郑州
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二届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
对接活动，将于11月12日至14日在郑州举行。

2010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河南省政
府在全国首次以部省合作的方式，成功举办了
首届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曾为河
南带来1371.3亿元的投资。今年的产业转移对
接活动，截至11月1日，已落实可签约合同项目
581个，金额超过2000亿元。

将河南打造成为全国产业转移集聚地
据了解，此次对接会将以“开放、合作、发

展、共赢”为主题，以我省确定的 180个产业集
聚区为载体，突出产业链招商和板块承接，紧紧
围绕年初制定的14个工业行业行动计划，争取
每个行业都能对接一批龙头型、基地型项目，完
善和延长产业链，打造特色主导产业。

此次活动从论坛、展会、签约、对接等各个
环节都体现了创新，通过精心动作，打造品牌会
展，促使中国郑州产业转移对接活动不仅成为
河南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还要逐步成为国家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将河南打造
成为全国产业转移的集聚地和周转地。

省商务厅副厅长宋国卿表示，近年来，我省

提出开放带动主战略，招商引资是主举措，承接
转移是主抓手，通过大招商来促进大开放，通过
大开放来促进大发展。“就承接转移本身来说，
承接转移的力度有多大，开放的实际效果就有
多大，那么，我们河南省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希望
就有多大。”

预计对接993个重点项目 涉及金额
达4949亿元

根据安排，此次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将
邀请中国有色金属协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14个国家行业协会，以及
中国工程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工大、南京
理工大等 7所知名高校作为支持单位。届时，

中国工程院三局6名院士及有关省市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负责人，各省知名企业的高层将
出席会议。

对接活动内容将包括产业转移系列合
作签约仪式，举行食品、装备制造、建材及有
色金属、电子信息、软件等 5 场专题对接活
动、举行“对话中原——建设中原经济区院士行
座谈会”等。

值得关注的是，《2011河南省承接产业转
移指南》中提出要优先发展和承接的产业，公开
发布食品、纺织、服装、装备制造、新材料、生产
性服务业等 16个领域的 993个重点项目，涉及
金额4949亿元。截至11月1日，已落实可签约
合同项目581个，金额超过2000亿元。

□晚报记者 张竞昳

本报讯 优先安排廉租房，符合城乡低保
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范围，逐步实行残
疾人免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公务员招录不得
拒绝录用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市政府昨日
下发了《 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
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出台众多举措，将给
生活在郑州的残疾人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
生活服务。

【社会保障】
住房：优先安排廉租房

通知要求，将住房困难的低收入残疾人家
庭纳入城市住房保障和城乡住房救助范围。对
符合城市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做到
应保尽保，并优先安排实物配租廉租住房，帮助
进行无障碍改造。

同时，符合城乡低保条件的残疾人，将全部
纳入低保范围。靠父母或兄弟姐妹供养的成年
重度残疾人单独立户的，可按规定纳入低保范
围。

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生活仍特
别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将采取其他措施保
障其基本生活。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
特殊困难家庭和低收入残疾人家庭，实行临时
救助。

社保：重度残疾人可获政府补贴
根据部署，今后，我市将把符合条件的残疾

人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

市人社局与市财政局将对贫困残疾人参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
人负担的缴费给予补贴；对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的城镇贫困残疾人个体户和各类企业招用符合
条件的残疾就业困难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基本
养老保险补贴；对农村重度残疾人参加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个人最低缴费标准给予
全额补贴。

另外，我市将把符合规定的残疾人医疗、康
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逐步提高
待遇水平。对重度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
具、日间照料、护理、居家服务制定特惠政策并
给予补贴。

福利：6岁以下残疾儿童将免费实施
抢救性康复

对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

人或赡养人的“三无”残疾人，将纳入五保集中供

养或居家安养范围。对孤残儿童实施养育、康复、

教育、就业、住房等相配套的综合性福利政策。我

市将加强社会福利机构建设，改善孤残儿童及精

神病人福利机构基础设施条件。

我市还将实施“阳光家园”计划。市、县

(市、区)残联分别建设 1所残疾人托养服务中
心,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和急需的托养服务，对日
间照料和居家安养服务进行指导。乡镇 (街
道)、社区继续依托社区服务设施、福利机构开
展社区康复、日间照料等服务。

市政府提出，两年内将逐步对具备康复条
件、有康复需求的贫困家庭及福利机构的 0~6
岁残疾儿童免费实施抢救性康复。残疾儿童康
复建档率100%。

【生活服务】
教育：逐步实行残疾人免费接受中等

职业教育
为关注残疾学生的上学问题，我市出台了

众多具体规定：
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较多的县(市)建1

所独立设置的综合性或单一性的特殊教育学
校。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达到国家和省规定要求。

加快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基本普及残
疾儿童学前一年教育，残疾儿童学前毛入学率
达到60%。

中职教育方面，全面实施残疾学生免费义
务教育政策，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
残疾人家庭子女及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和
中等职业学校一、二年级在校生中残疾学生全
部享受国家助学金；在特殊教育学校职业高中

班就读的残疾学生也应享受国家助学金；逐步
实行残疾人免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就业：公务员招录不得拒绝残疾人报
考和录用

就业方面，通知要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实
施面达到 90%以上,保障金征收、管理、使用规
范;招录公务员时不得拒绝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报考和录用；个体就业和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发
展较好，各项优惠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全市各级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培训有就业愿望的残
疾人，培训后就业率达到80%以上。

生活：城市建设完善无障碍设施
残疾人生活将更加方便，我市的城市建设

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设施。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绿地、广场

公园、重要公共建筑物、居住区以及住宅时，将
认真执行《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
范》。原有道路、交通设施、重要公共建筑物、居
住区以及住宅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制定计划，按
规范要求完成改造。

铁路旅客车站、码头、城市交通设施等公共
场所无障碍建设达到国家标准。

另外，公共服务机构也要提供语音、文字提
示、盲文、手语等无障碍服务。图书和声像资源
数字化建设实现信息无障碍。

优先安排廉租房、逐步实行残疾人免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学前一年教育……

我市将给残疾人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和服务
郑州6岁以下残疾儿童可享受免费康复

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 将河南打造成为全国产业转移集聚地和周转地

中国郑州2011产业转移对接活动
将于11月12日举行

预计对接993个重点项目 涉及金额达494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