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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矩，才成方圆。郑州市积
极健全救助政策，不断完善救助体
系。近年来，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为总要求，市政府连续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
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郑州市城市
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等系列文件，
建立完善了城乡低保标准自然增长
机制、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
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医疗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
作机制，建立了郑州市社会救助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城市低收入家庭
认定等制度，进一步筑牢织密了民
生安全网，覆盖了社会救助制度的
盲点。

体系完整，标准也在提高。2011
年～2015 年，城市低保标准从每人每

月340元提至520元；农村低保标准从
每人每月 180 元提至 290 元。农村五
保对象分散供养标准从每人每年2592
元提至 4176 元；集中供养标准从每人
每年4320元提至6960元。

同时，低保标准建立了自然增长
机制。为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不
受物价上涨影响，2011 年郑州市建立
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

刚过去的“十二五”，郑州以“救
助+”的形式，以民为本、开拓创新、依
法救助，走出了一条“大救助、全覆盖、
常态化”之路。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郑州
的“救助+”将拓展到更广泛的民生领
域，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完善和加
强，让社会进步、政府关怀、慈善文明
覆盖更多的群体。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
表议案建议交办会，将 7 件议案和 616 件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正式交付相关部
门。市领导白红战、孙金献、王铁良，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刘建国出席会议。

在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
们共提出182件议案，经大会主席团审议
通过立案 7 件，其中 158 件转作建议、批

评和意见处理。会上，代表们还提出建
议、批评和意见 458 件，共计 616 件。会
后，经整理、分类，其中，1 件议案由市人
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共同承办，交市政府
办理的代表议案 5 件、建议 586 件，交市
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代表建议 12 件，交市
人民检察院办理代表建议3件，交市委组
织部办理代表建议3件，交市委宣传部办
理代表建议4件，交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办理代表建议5件，交团市委办理代
表建议1件。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金献表示，
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
的过程中，代表满意是前提、沟通见面是
关键、领导重视是根本、解决问题是核
心、健全机制是保证，各有关部门要切实
办好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以实际行
动为代表和群众交上满意的答卷。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说，在落
实和办理议案建议工作中，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落实议案建议办理“一把手责任
制”，切实提高议案建议办理见面率、办
结率、满意率、落实率，努力把每一件代
表议案建议办实、办好。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福松参加
会议。
郑州晚报记者 袁帅

市委办公厅“1+1”
理论学习大讲堂
第二期专题讲座举行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办公厅“1+1”
理论学习大讲堂第二期专题讲座举
行。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
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李恒应邀作了题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转型》
的专题讲座。

李恒主要研究中国转型期经济
发展问题，承担着多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在 2 个多小时的讲座中，
他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改、
改什么、怎么改三个方面作了精彩阐
述，阐明了未来经济改革和调控思路
转变的方式和目的。

结合市情，市委办公厅聚焦“两
个率先”抓落实这一主题，现场召开
理论学习会，围绕如何抓落实从思想
认识、提升推动、争当排头兵三个方
面进行讲解，对市委办公厅各级领导
干部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加强工作执
行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市委办公厅各级领导干部共 100
余人聆听了讲座。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今后将加强理论学习，结合自己
的工作实际，解放思想，勇于担当、狠
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水平，切
实承担起实现“两个率先”、建设国际
商都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
郑州晚报记者 李雪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议案建议交办会
7件议案和616件代表建议交付相关部门办理

大救助 全覆盖 常态化

郑州“救助+”
为困难群众撑起保障伞
阳春三月，春意盎然。
3月24日，郑州市民政局传来消息：刚过去的冬季，郑州市共救助在城务工人员、流浪乞讨人员13347人……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保民生、促公平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十二五”期间，在郑州，不断创新思路、健全制度，强化
措施，依法实施，开启了“救助+”的“大救助、全覆盖、常态化”之路。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李娜

社会救助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
防线，是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安定的重
要保证。

郑州不断创新救助机制，整合分散的
救助制度，统一构建社会“大救助”制度体
系。规范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
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含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等八项救助制度。

有了这八项救助制度，百姓如遇到难
题，政府会给予更全面的帮助。

家住淮河路的马季最近遇到烦心事：
原本一家人就要靠低保维持生活，他患有
心脏病，做不了重活，他的母亲又被查出
患上了尿毒症，孩子眼看 2016 年就要高
考……接二连三的变故让马季一家的生
活陷入低谷。

2016年3月18日，马季来到市民政局
咨询，工作人员了解马季一家的现状后，
告诉他，低保家庭有医疗救助，除了医保
报销外，最高一年可获 1 万元救助；孩子
考上大学，有教育救助，可以拿到 5000 元
助学金；家庭遇突发事故，还有临时救助，
可以有一年1万元的救助金……

马季听后，按照规定填写了相关申请
资料，审核通过，他将得到系列帮助，缓解
家庭的困境。

和马季一样，在“救助+体系”下，越来
越多的人纳入到了救助范围内，“大救助”
的格局正在形成：

“救助+基础生活”，以低收入人群为
基础，为其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

“救助+专项”，以城乡低保、农村五
保供养为核心，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救
助体系。

“救助+临时”，低保家庭或者低收入
家庭遭遇交通事故、火灾、溺水等人身意
外伤害等，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救助+特困”，对“散居”三无人员全
部纳入城镇低保。

“救助+救灾”，“十二五”期间，郑州共
救助受灾困难群众 21 万余人，恢复重建
民房900余间。

“救助+慈善”，郑州慈善总会连续 5
年每年投入善款不少于 2000 万元，救助
困难群众共计150万余人次。

形成“大救助”格局

2015 年 10 月 26 日，还没有立冬，
郑州冬季专项救助工作已启动。

到今年 3 月 15 日，郑州实施了为
时近 150 天的流浪乞讨人员和零工人
员的专项救助。

而这样的专项救助，郑州已持续
3 年。

2013 年，郑州市制定了《关于进
一步强化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
群体救助管理的实施意见》。一张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零工人员的救
助之网密密地织了起来：城市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民政部门
牵头负责做好救助管理工作；零工
人员由人社部门牵头负责做好服务
管理工作；市城乡建设、人社部门督
促指导大型建筑工地、大型商贸市
场等的主体管理单位在场内设置零
工服务管理点；各区、开发区统筹协
调，在零工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置零
工安置点……

2013年～2015年11月底，郑州市
冬季专项救助工作中，成立临时救助
站（点）14 个，共出动 417513 人次，车
辆65322台次，共救助49132人。

“全覆盖”，是对困难群众救助范
围的全覆盖，低保人员、低收入家庭、
流浪乞讨人员、“三无”人员、贫困大病
患者、生活困难的教师和民警等群体
都被纳入了救助范围。

“全覆盖”，是对困难群众需求全
方位的覆盖，包括除基本生活保障外
的教育、卫生、住房、医疗、临时救助等
各方面的全覆盖。

“全覆盖”，是政府各部门联动的
全覆盖，民政、公安、人社、医疗、教育、
城管等各部门各司其职，慈善、志愿
者、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共
同织就救助之网。

“全覆盖”，是大救助体系不断完
善，以人为本，以制度为保障，以实施
为抓手的大救助的全覆盖。

开创“全覆盖”模式

救助+体系 救助+创新

救助+机制

今后商品住房项目
不再配建公租房
本报讯 昨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停止在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公共
租 赁 住 房 的 通 知》（以 下 简 称《通
知》），今后，全市将停止在商品住房
项目中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通知》明确，对于所有新组织出
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一律停止配建公
共租赁住房；已取得市住房保障和房
地产管理局出具的土地出让前置条
件但市土地储备部门尚未向市国土
资源交易中心转卷及国有土地出让
方案已报市政府但尚未批准的宗地，
不再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需要注意
的是，这两种情况不再配建公共租赁
住房的，同时不再缴纳易地移建款。

另外，对于市政府已批准国有土
地出让方案并向社会公告，现正在市
国土资源交易中心挂牌的宗地，仍按
原相关政策执行。对于已经挂牌成
交的宗地，仍按已签订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执行。《通知》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