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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何涛

本报讯 11月 22日早 8点 30分，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广场上，流动着热火般的豪情。
来自 13家省会新闻媒体的 19名记者在这里
集结，前往我省太行老区，参加由省委宣传
部、省老促会、省记协共同举办的省会新闻媒
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太行老区行活
动。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孔玉芳出席出
发仪式并讲话。

孔玉芳对开展省会新闻媒体“走转改”

太行老区行采访活动提出四点希望和要
求。一是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感
使命感。采访活动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
的重要部署，结合老区建设实践，宣传革命
老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省九次党代会精神，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
抓住机遇、务实重干，加快“三化”协调发展，
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作出的积极贡献。二
是提高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社情民意，
用心感受老区人民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的

重大贡献，体验老区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
三是锤炼思想品质、提升综合素质。要带着
感情精心采访、认真撰稿，全方位、立体化反
映老区的成就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宣传我省
老区发生的重大变化，报道老区人民开拓奋
进的精神风貌，让更多的人认识老区、了解
老区。四是加强纪律、严格要求。要敬业奉
献、严于律己，以扎实的作风展示新闻工作
者风采，维护队伍良好形象。

出发仪式上，省老促会会长胡悌云为省会
新闻媒体“走转改”太行老区行采访团授旗。

省会媒体深入太行老区“走转改”
孔玉芳出席出发仪式并讲话

“第二届河南诚信日”在郑州开幕

征选百位河南诚信楷模人物
□晚报记者 李萌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诚信中国（河南）
组织工作委员会了解到，“第二届河南诚信
日”11月22日在郑州拉开帷幕。

据诚信中国（河南）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共发说，“第二届河南 11·22诚信日”活动
从 11月 22日开始开展一个月的“诚信兴商”
宣传月活动，同时开展百家“河南诚信楷模企
业”和百位“河南诚信楷模人物”征选。

河南诚信楷模企业和人物的征选，采取
政府主管部门、专家学者、社会专业人士推
荐，以及企业和个人自荐等方式，要求参评企
业和个人具有良好的诚信信誉，无失信行为，
并在本领域内业绩显著。评选活动详情可到

“诚信中国网（www.cx1122.org）”、“中国征信
网（www.zg1122.com）”、“联合信用网 ww.
creditchina.info）”等网站查询。此外，现场还
公布了“中国诚信楷模单位及人物”评选办法
和评选流程。

经开区新一批环卫机械车投用

保证辖区道路每月清洗一次
□晚报记者 薛璐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经开区城市管理
提升活动占道经营指挥部获悉，新一批环卫
机械车辆昨日已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此次经开区共花费 480万元集中
购置了 9台中型道路清扫车和 2台大型清洗
车，保证了辖区内路面清洗可以达到每月一
次，辖区内道路机械化清扫率也由目前的
10%提高至 80%，降低了辖区内一线环卫工
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城市管理的科学化、专业
化、机械化水平。

中央投入2.5亿资金
解决80多个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晚报记者 黄盈

“不要让这些污水处理设施变成‘摆设’，
要真正监管利用起来。”11月21日，省环保厅
副厅长王争亚、郑州市副市长扎吐·沙衣热
木、郑州市环保局局长刘炳辰等一行调研了
我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

污水处理湿地变成生态景观
21日上午，在荥阳市广武镇丁洼村，一

个规模为 300立方米/日的人工湿地正在建
设中，几个工人正踩在松软泥泞的土地中奋
铲疾挥，湿地的雏形已经显现。

据村主任介绍，丁洼村村民共 1700人，
这个湿地从 10月份开始建设，现已投入 100
多万元资金，采用的是“厌氧发酵+潜流式人
工湿地”的处理工艺，“这个湿地将来可以处
理来自村里的 80%的生活污水，还可以在外
围种芦苇，里面种莲菜、养鱼，形成优美的生
态景观”。

“以前农村都是‘污水满街流，垃圾靠风
刮’，这一措施就是要改善大家的居住环
境”。据郑州市环保局自然生态处副处长吕
红忠介绍，今年 3月份中央将河南省列入农
村连片整治示范省，今年向河南投入2.5亿专
项资金，下达郑州市的整治项目 47个，涉及
88个村、20多万人口，所以项目的主体工程
要求在今年年底完工，明年5月份验收。

处理1吨污水，每家才交5分钱
21日下午，调研团一行又来到新密市来

集镇王堂中心村生活污水处理厂。
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主体建设已接近尾

声，湿地水塘中芦苇长了半米高，据村主任介
绍，该项目投入 300多万元，可解决连片 3个
村5000人的生活污水处理问题，而每家每户
处理1吨水，最多交5分钱的费用。

“湿地是地球的肺”，吕红忠说，无论是人
工湿地还是更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厂，都可涵
养局部水源、调节气候，为我市经济发展腾出
环境容量，“这些水净化后达标排放，可用于
农田灌溉、社区绿化及景观用水”。

政府“掏钱”助推养老工作 市财政首批投入近千万元

办养老机构，每张床位最高可补3000元

我市出台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二十一条意见

金融机构年度贷款每增5000万元奖10万
继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后，郑州饱受资金折

磨的小微企业更加近距离看到了黎明前的缕缕曙光。
昨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从2012年起,市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由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同时，二十一条意见将着力解决小型和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鼓励担保机构开展小型微型企业小额贷款银保业务。 晚报记者 孙娟

从2012年起，市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由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各县（市、
区）也要设立小型微型企业支持资金，切实加大
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对此，市政府要求，工信、科技、商务、环保、
农业、交通等部门应在各种专项扶持资金、项目
资金等政策性扶持资金安排上向小型微型企业
倾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予以支持；市和县(市、
区)财政设立专项帮扶资金，用于支持特困小型
和微型企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针对小型微型企业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自 2011年 11月 1日起至 2014年 10月 31日止，
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
免征印花税；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
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该政策
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

对从事国家非限制和非禁止行业并符合条
件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的小型
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将
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
台纳入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

意见提到，鼓励银行（含村镇银行）及
小额贷款公司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
贷投放。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年度对小
型微型企业贷款总额每增加 5000 万元，
将给予 10 万元奖励，单户奖励最高不超
过 50 万元。商业银行重点加大对单户授
信 500 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
持力度。

支持担保公司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担
保，对担保机构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的担保
费率在 3%以下、10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担
保，给予 0.5%~2%的保费补贴。担保机构为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担保费率在 3%以下担保

业务的，可按规定申请担保资金补助，但最高
不超过 50万元。由政府出资设立再担保机
构，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平台，构建
企业、金融、担保、再担保机构四位一体的信
用担保体系。

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 30%，
并不得与企业存款挂钩，不得强制贷款企业
购买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不得强制
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再到相关担保机构办理
担保，不得变相收取企业手续费和承诺费、资
金管理费，严格限制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
等费用。

建立完善以政务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相结
合的小型微型企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各类
社会化服务机构积极参与、运作规范的市、县
（市、区）、街道（乡镇）三级服务网络。

比如，强化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窗
口服务功能，支持小企业创业基地和大学生
创业园建设，鼓励发展各具特色的创业孵化

园，努力为小型微型企业聚集发展搭建平台。
另外，鼓励小型微型企业参加由政府组

织的各类展会和招商引资活动，可对展位及
宣传费用给予适当补贴；鼓励小型微型企
业自主创新，创建自有品牌，对获得国家名
牌的奖励 50万元，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奖
励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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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会议上的消息显示，我市自 1996年
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
快。目前，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06万
人，占总人口的12.32%。并且，该数据还以每
年 3.3%的速度递增，预计到 2015年我市老年
人口总量将达到120万人。

然而，随着老年人对机构养老越来越
多的需求，由于存在各种问题，我市养老

机构数量少、设施和服务管理质量差、发
展速度较慢，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养老需
求。

据悉，为推动郑州市养老事业发展，市政
府出台了《关于加快郑州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
意见》，制定了《郑州市“十二五”基本养老服务
业发展规划》，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发展社会
化养老事业。

昨日的会议宣布，市财政将首批投入近
1000万元，用于资助我市 38家民办养老服务
机构。

根据规定，凡是我市行政区域内，由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或者其他社会力量投
资兴办，依法取得相关证件的福利性养老服务
机构都在资助范围内。

此次补贴，将分为建设补贴和床位运营补贴。
建设补贴是按照养老机构新增床位数，给

予一次性的补贴。其中，养老服务机构新增床
位可分为自建和改建，自建是通过新建房屋增

加的床位，我市将按照每张床位 3000元的标
准补贴，每张床位补贴1000元，三年内完成补
贴的支付；改建是指对原有房屋改造新增的床
位，改造房屋新增床位将按照每张床位补贴
2000元的标准，每张床位每年补贴400元，5年
内完成补贴的支付。此项补贴，郑州市市属县
（市）补贴标准减半。

床位运营补贴是按照养老服务机构入住
的具有本市户籍的老年人的数量，给予每人每
月 150元的补贴。其中要求入住的老年人要
住满3个月以上。

我市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06万人

市政府首批投入近
1000 万元资金，对我市现
有的 38 家正规民办养老
机构给予补贴。今后，我
市将按照养老服务机构入
住的具有本市户籍的老年
人数量，给予每人每月150
元的床位运营补贴，对养
老服务机构给予一次性的
每张床位最高3000元的建
设补贴。昨日，记者从全
市资助民办养老机构工作
会议上获悉，我市首次对
民办养老机构进行财政补
贴，该项资金将于年底发
放到位。 晚报记者 裴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