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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王继兵 袁帅）昨日
上午，市委、市政府在经开区召开国际陆
港建设及 E 贸易试点工作督查会议。市
委书记吴天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
势，找准位置，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围绕“一网两链”的目标任务，
完善提升推进发展模式，扎实推进国际陆
港建设及E贸易试点工作，着力打造全省
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带动大物流，形成大
产业，塑造大都市，为加快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推动中原经济区和郑
州都市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郑州海关副
关长曲罡，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纪检组
长陈建良，省口岸办主任郑金广，省航空
经济实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付磊，
省物资集团总经理赵文明，省机场公司副
总经理李卫东以及郑州铁路局、郑州铁路
集装箱中心站、部分物流公司有关负责同

志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薛云伟主
持会议。

会前，市领导一行实地察看了郑州铁
路中心站一类口岸联检大楼工程、口岸查
验设施工程建设进展情况。会议听取了
经开区关于国际陆港建设、E 贸易试点、
郑欧班列开行常态化等工作进展情况的
汇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部署了下步工作措施。

马懿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注意和上级
部门沟通、衔接，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
任，创新服务理念和方式，简化程序，提升
效率，降低成本，加快信息化平台和配套
设施建设，积极推进 E 贸易试点申报工
作。关于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马懿指
出，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上下联动，高
度重视郑欧班列中转业务，全面深化与境
外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通过开展国
际集装箱过境中转业务、科学组织国外的

回头货源、规范郑欧班列常态化开行和常
态化联检联运工作机制等举措，不断增加
郑欧班列的货源量，为推进郑欧班列常态
化开行营造环境，为树立郑州多式联运的
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奠定基础。

吴天君指出，省委、省政府确立以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核心，加快打
造海港、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四港一
体”、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枢纽，旨在通过
建设大枢纽，形成大物流，并不断拓展产业
链，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塑造大都市。国
际陆港建设及E贸易试点工作是“建设大枢
纽、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重要组成
部分。虽然我市国际陆港建设及E贸易试
点工作抢先一步、有了较大进展，但郑州基
础较为薄弱，在各地争相推进的竞争中，稍
有懈怠或迟疑就会被赶超。各级各部门一
定要认清形势，既要坚定信心和决心，又要
增强危机感、紧迫感，从建设国际化综合交

通枢纽和营商环境出发，找准位置，发挥作
用，加大推进力度。

吴天君强调，要深刻领会省委、省政
府打造“一网两链”要求的实质，以建设综
合交通枢纽为出发点，以吸引产业集聚实
现转型发展为落脚点，完善提升推进发展
的模式，在加快航空港、陆港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在生产、销售、物流、金融、服务
等方面进一步谋划梳理，明确工作任务，
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政策支持，充分
发挥郑州在区位、人力资源和市场等方面
的优势，带动大物流，形成大产业，让更多
的高端产业在郑州布局和集聚。当前要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出重点，合力攻
坚，争取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开创新局
面。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强化责任，跟踪问效，扎实推进国际陆
港建设及 E 贸易试点工作，不辜负省委、
省政府和全市人民的期望。

市财政每年100万
助力校园安保
本报讯 作为“十项专项治理工作”之一
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昨日记者从
市委政法委获悉，该项整治工作方案已
明确，今后将按照市综治委组织的平安
建设“细胞工程”创建活动总体部署进
行安排。其中，平安校园建设工作中，
以后将每年投入100万支持校园安保。

目前，我市教育系统已初步形成
了人防、物防、技防三网的有机结合。
各学校均设立治安室，配备专业保安
人员，每年市财政投入100万元，为学
校配备专业保安提供资金支持，确保
市直学校专业保安人数均不低于 3
人，各校的安全保卫室均配备了钢叉、
电警棍、橡胶棍、白拉杆等必要的安防
物品；同时，市区学校的技防建设水平
得到进一步提升，目前全市市直学校
已配备摄像监控设施近3000台，校园
安全监控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

在校车出行方面，今年7月，市委
宣传部、教育局、公安局等十部门联合
出台《郑州市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
制度》，目前全市校车1013辆，其中新
密、登封、新郑市等建成GPS校车监控
平台，实现了校车安全管理的动态实
时监控。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本报讯 昨日上午，人民日报社河南分
社社长龚金星、采编部主任曲昌荣等一
行四人来到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
理局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哲陪
同调研。

在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办事
大厅，龚金星一行边看、边听、边问，仔细
了解了我市房地产交易各项受理程序、
办结时限、服务效率和便民措施等。在
市房管局信访接待室和热线电话室，龚
金星详细查看了信访接待记录、电话咨
询记录。

据介绍，为进一步畅通与群众沟通交

流的渠道，深化网络问政行政的方式方
法，市房管局于 2009 年先后设置了热线
服务电话，在网络上建立了局长信箱、开
设了政务微博，目前平均每天接听热线
电话 200 个左右，受理、回复各类网络信
息 100 余件，在密切与群众联系的同时，
也增进了群众对房管部门工作的理解和
支持。

王哲在调研时表示，群众住房条件及
居住环境的改善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重要
民生问题。近年来，市房管局围绕着老旧
小区基础设施改造、住房保障“三房合
一”、疑难房产登记发证、加强房地产市场

监管等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
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下一步，要继
续围绕着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继续在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龚金星在调研时指出，市房管局的
工作，一头牵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切 身 利 益 联 系 日 益 密
切 。 随 着 新 型 城 镇 化 工 作 的 加 快 推
进，必将面临着更加繁重的任务、更加
艰巨的责任，在服务民生、改善民生方
面大有可为。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重点
研究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调
整问题。

会议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待遇进行调整，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市城镇基本医疗保
障水平，可以切实减轻参保人员的医疗负
担，使广大参保人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会议认真听取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所做的汇报，原则上同意调整方案。

按照方案，我市一是将提高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商业补充医疗
保险支付比例，由原来在一、二、三类定点
医疗机构分别为 70%、65%、60%的基础
上各提高5个百分点。

二是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每年最高支付
限额由 4.3 万元提高到 6 万元，商业补充
医疗保险每年最高支付限额由 6 万元提
高到8万元。

三是扩大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规
定病种医疗保障范围。在原有恶性肿瘤
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
抗排异治疗、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精
神分裂症病人药物维持治疗、血友病等六
种门诊规定病种的基础上，将肝硬化（肝
硬化失代偿期）、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
脊柱炎、帕金森氏病等四种疾病门诊治疗
纳入基本医疗门诊规定病种医疗保障范
围，从而进一步减轻城镇居民门诊规定病
种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

四是调整城镇居民（含大中专学生）手
工报销住院医疗费的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和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在医疗保

险待遇享受期内，参保居民（含参保大中专
学生）在本市定点医院住院，医疗费用没有
通过医疗保险计算机网络在医院直接结算
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
按本市同类别定点医疗机构标准执行；参
保居民经批准到外地住院，或因急诊在本
市非定点医疗机构或外地医疗机构住院
的，起付标准按本市三类定点医疗机构执
行。上述两种情况乙类药品和支付部分费
用诊疗项目的首付比例费用纳入统筹基金
支付范围，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支付
比例和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支付在同类别
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基金支付比例的基础
上，降低15个百分点。大中专学生寒暑假
在原籍住院及实习期间在实习地住院的，
也享受该项医疗保险待遇。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问题。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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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要服务民生、改善民生
新郑慈善助学
101名贫困大学新生
每人领到3000元助学金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慈善总会获
悉，近日，新郑市开展“爱心成就梦想”
慈善助学活动，向全市 101 名贫困大
学新生每人发放助学金3000元。

为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顺利完
成大学教育，早日成才报国，自 2009
年起，每年都会有 100 余名贫困大
学生在新郑市慈善总会的资助下走
入大学校园。在发放资助金的同
时，新郑市慈善总会还特意给每一
位受助大学生写了一封信，信里写
满了诚挚的鼓励和美好的祝愿，并
对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