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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继兵 刘俊礼）昨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
20 项重点工作观摩讲评会，对重点工作
推进情况进行月度督查讲评。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马懿要求全市上下牢记责任、突
出重点、狠抓落实，努力推进各项工作不
断深化提升、扩大成效。

程志明、胡荃、白红战、王跃华、黄保卫、
张延明、王德山、马健等副市级以上领导
干部参加观摩或出席会议。

会前，与会人员对中原区、金水区、二
七区的大棚户区改造、大气污染治理、生态
廊道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了观摩。会上，
有关开发区、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相关工
作推进情况。副市长沈庆怀、张俊峰、
黄卿、李喜安分别点评部署相关工作。

代市长程志明指出，全市上下要倍加
珍惜今年以来的好形势，准确把握大势，善
干大事，把稳增长、保态势的各项工作做
细、做深、做实。一是坚定不移推进大棚户
区改造,各开发区、县（市）区要实事求是、把

握节奏，对各自任务与建设时序再梳理再
落实，根据各自实际，制定详细可行的改造
计划，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二是强力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和紧迫感，围绕“四个治理”，突出工作重
点，严格责任落实，持续加大大气污染治
理力度，确保空气质量尽快实现根本好
转；三是持续抓好生态绿化改造，下一步
重点抓好“一环三路一渠”廊道建设扫尾
和后期管护工作，确保植物成活率；四是
科学分析，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确保经济
运行实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突出重
点、抢抓关键、长短结合、综合施策，全力
稳增长、保态势，确保上半年时间任务“双
过半”，为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好基
础，为全省发展大局作贡献。

马懿指出，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
下，5 月份总体保持了今年以来的好态
势，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不少单位
呈现出了新的工作亮点，但还存在有不平
衡问题。各级各单位要查找不足、相互学

习，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认清工作责
任，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
提升各项工作的水平和成效。

马懿强调，结合当前实际，要在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的基础上，突出抓好六项重
点工作：一是千方百计稳增长。要统一思
想、坚定信心，强化责任担当，把稳增长摆
在当前各项工作的首位，作为提升城市形
象、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全社会信心的重
要抓手，准确把握当前形势，坚定不移地
按照既定目标抓落实、抓推进。要长短结
合、综合施策，既要着眼长远，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的增
长点，又要立足当前，围绕“稳定工业运
行、提速服务业发展”，突出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强化服务保障和要素
保障，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二是抓好市、
县、乡党委换届工作。要围绕谋划好发展
蓝图、配备好班子，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确保换出朝气、换出干劲、换出良好风
貌。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九严禁、九一律”要求，对违反
“九严禁”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三是
坚定不移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各项建
设。要集中解决影响安置房建设的瓶颈
问题，严把安置房规划设计关、建设质量
关，在确保安置房建设品质和质量的前提
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要科学有序、依
法依规推进大棚户区改造，统筹推进城市
精细化建设管理20项重点工作。四是坚
持不懈狠抓大气污染治理。坚持一手抓
发展、一手抓环境保护“两手抓、两手硬”，
集中完成建筑垃圾清零和场地修复工作，
持续强化“控制源头、动态监管、统筹治
理”的工作措施，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深化、细化、常态化，确保空气质量不断好
转。五是加强安全稳定工作。抓好各类
安全隐患和不稳定问题的排查化解，确保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六是扎实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促进发展的
动力，实现两不误、两促进。

本报讯 昨日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
马飚率调研组一行莅临郑州，对我市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秘书长郭俊民，
市政协主席王璋，副市长杨福平，市政协
副主席张建国、秘书长陈松林陪同调研。

马飚一行来到新郑市憨农合作社，
深入麦收一线，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交

流，实地了解我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情况。

我市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中下
游，有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县（市），年
产农作物秸秆 240 多万吨，其中主要农
作物小麦、玉米秸秆 190 多万吨。近几
年，按照“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因地制
宜、多元利用、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

原则，我市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为
促进农民增收、环境改善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加快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产业化，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的
组织协调和政策帮扶职责，不断提高
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截至 2015 年，全
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在 90%以上，
其中秸秆还田 150 万吨，秸秆青（黄）贮

40 万吨，秸秆燃料化利用 20 多万吨，秸
秆工业化利用 1 万吨，秸秆基料化利用
5 万吨。

调研组表示，郑州立足市情，积极探
索，为推动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了一些好的
经验和做法，可以在进一步实践的基础上
进行推广。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我市年内将办理
80万张工会会员卡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职
工网络服务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上
获悉，我市将建立完善工会会员组
织数据库系统，年内实现工会会员
实名制信息应录尽录，进一步扩大
工会会员卡的覆盖面，全市工会会
员卡办理将达80万张。

据介绍，一年来，郑州市职工网
络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
截至 5 月 27 日，实名制工会组织和
工会会员信息采集上传基层工会信
息 4147 家、会员个人信息 72 万多
条，工会组织和会员管理数据库已
经初具规模，成为各级工会澄清家
底，动态管理服务会员的重要平台。

目前办理工会会员卡已经成为
工会会员的自觉行动，持卡乘坐公
共交通、持卡享受优惠服务渐渐成
为会员的习惯。截至 5 月底，已有
3166 个基层工会为会员申办工会
会员卡，申办工会会员卡 58 万多
张，4 月底以前申办的会员卡已经
全部制成发放，超额完成了2016年
度目标任务。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按照“两免一补”的规定，免费教科书
资金，农村学生国家规定课程由中央财政
全额负担，城市学生2016年由省和省辖市
按5∶5比例分担，2017年全部由中央财政
负担；省规定课程由省财政负担。

2016年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免费标
准：小学每生每年90元、初中每生每年180

元；省规定课程小学和初中教科书免费标准自
2016年秋季学期起调整为每生每年15元。
推行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家庭经济困
难寄宿生生活费，按隶属关系由中央和学校所
在省辖市或县(市、区)财政按照5∶5比例分担。

2016年补助标准：小学每生每天 4
元、初中每生每天5元，每年按250天计算。

全国政协调研组肯定我市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马懿在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20项重点工作观摩讲评会上要求

牢记责任 突出重点 狠抓落实
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深化提升扩大成效

河南义务教育迎来大事件
“两免一补”将现城乡“大一统”
全面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本报讯 河南义务教育迎来大事
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等政策都将
实现城乡统一。记者昨日获悉，省政
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这也意
味着，我省将在整合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奖补政策
的基础上，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鞠丰泽

啥是“两免一补”
“两免一补”即对城乡义务教育

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
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
费。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标准
按照省确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
额执行。

根据规定，全省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根据中央安排和我省实
际确定。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按照不低
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

2016年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
学每生每年600元、初中每生每年800元。

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按照不低于基
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在此基础
上，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每生每年

200 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统一城乡
不足100人的学校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
和取暖费每生每年补助 30 元等政策；特
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每生
每年6000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

通知指出，我省将统一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两免一补”和生
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
可携带。

公用经费将城乡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