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统筹：孙友文 编辑：李要好 美编：杨卫萍 校对：一广 AA03重点政事NEWS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
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
取了关于郑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报
告。我市将最大限度简化压缩各部门的审
批流程和办理时限，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让企业和群众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郑州市营商环境全省最优

目前，根据河南省各省辖市营商评价排
名，郑州市营商环境得分在全省排名第1位，
电力、获得信贷、不动产登记、跨境贸易、执行
合同、办理破产、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包容普惠创新、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10个指
标全省排名第1位。
落实减税降负政策，为企业减压

为给企业“松绑”，郑州市大力落实减
税降负各项政策。积极推进纳税申报方
式改革，全面推进“一厅通办”“一窗通办”

“一网通办”；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小微
企业优惠享受比例达到100%。

与此同时，加大力度降低企业社保费
率，我市本轮降费的重点可概括为“两降
低、两延长、一统一”。“两降低”即降低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各险种缴费基
数；“两延长”即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一统一”即统一
单位缴费工资基数核定办法，全面取消
“双基数”，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费用负担。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费用能免则免

报告提到，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工
作稳步推进，将最大限度简化压缩各部门
的审批流程和办理时限，在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上下功夫，费用能免则免。研究制定
郑州市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有效措施，
在规范市场监管行为上下功夫，建立健全
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和标准体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郑州市保障性住
房工作情况的报告。

报告提到，自 2001年以来，我市
列入省台账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共开工
建设 560374 套，目前已基本建成
272363套，其余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
全市累计开工建设公租房 130512套
（不含航空港区 47811套），完成分配
76509套，惠及 23万多符合条件的住

房困难群众。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争取国家和

省专项资金95.15亿元，发放政策性贷
款 528.245亿元，发行专项债券 116.61
亿元，有力支持了我市的棚户区改造。

加快调整和完善现有保障性住房
政策，结合我市公租房工作实际，调整
公租房准入门槛和保障范围，坚持实物
配租与货币补贴并重，建立健全公租房
的租金定价和动态调整机制，打破现有
公租房“终身制”“无限期”保障模式。

5年内实现全市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每年降1个百分点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
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听取了关于我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到，我市中小学生综
合近视检出率为 58.30%，力争到 2023年
12月，实现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
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

现状 我市中小学生综合近视检出
率为58.30%

我市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如何？去年
9月份，市教育局安排部署近视防控工作，

派出 14个专家组对我市 190多所学校进
行督导，并安排全市 2018年学生年度健
康体检工作。通过对我市800347名中小
学生健康体检数据的汇总分析，统计目
前我市中小学生综合近视检出率为
58.30%，其中，小学段、初中段、高中段近视
检出率分别为39.37%、74.62%、80.48%。

做好全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我市还存在近视防控经费不足、学校
卫生专业人员及设备不足，以及学校课
桌椅及教室采光照明不达标，缺乏系统
性、专业性的检测与指导等。

对策 签订责任书，约谈防近视工
作不力的地方政府

今年 9月份，我市印发了《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方案》明确，
力争到 2023年 12月，实现全市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
低1个百分点。

为完成这一目标，郑州市政府与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签订全面加强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工作责任书，对防近视工作进行
督导考核。从2019年起，在核实各县（市、

区）2018年近视率基础上，每年依照评分细
则对各相关局委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开
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结
果向社会公布。对未实现年度学生防近
视工作目标的地方政府进行约谈、通报。

设立近视防控专项经费，积极支持相关
部门开展学生体检、视力监测、试点干预、师
资培训、视觉环境改善等综合防控工作。还
将加强对学校课桌椅及教室采光照明环境
等进行日常性、系统性监测与指导，安排专
项经费，对学校不符合条件的照明予以改
造，确保教室的采光照明达标率100%。

郑州打出“组合拳”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费用能免则免

郑州累计开建13万套公租房
惠及23万余住房困难群众
打破公租房“终身制”“无限期”保障模式

■关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
是力量。”民族运动会取得圆满成
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所有参与人
员凝聚成了一个作风优良、能打善
战的团队，孕育并强烈呈现了上下
一心、众志成城的团队精神。

最是团结见力量。
赛会筹备期间，执委会各办、

各部、各小组、各团队和各级各部
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
一处流，形成了块抓条保、以块为
主、无缝衔接、高效运转的联动格
局，凝聚了共襄盛事的强大合力。
与此同时，全城动员、全民参与、全
力以赴，以“人人都是东道主、人人
都是主人翁”的精神，强化责任担
当，发扬拼搏精神，圆满完成了各

项服务保障工作，实现了“办好一
个会、提升一座城”的综合效应。

事实胜于雄辩。民族运动会
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综合效应，
让我们再次深切感受到，把1000
万郑州人团结起来，是能够做大
事、成大事的，是能够扛起千钧重
担、绽放耀眼光彩的。

最是团结成伟业。
波涛蓄势，起于涓滴；事业成

败，在于人心。团结是战胜一切
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
就伟业的重要保证。小到一个团
队，大到一个地区，均是如此。

于每个单位、每个部门、每个
团体而言，“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
准绳不能正曲直”：每个人都像无舵

之舟、无缰之马，这个团队注定是一
盘散沙、一堆乱麻，难以形成合力，
发展难以为继。而每个人讲程序、
守规矩、知敬畏，正道直行、携手同
心，这个团队肯定能以上率下、众志
成城，能够在发展中克服一次又一
次挑战、实现一次又一次跨越。

最是团结动人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

们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
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于郑州市而言，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按照中央和省
委部署要求，最大化发挥中部地
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叠加，

“四路协同”“五区联动”的优势，
尤需巩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汇
聚起千万市民团结奋斗的磅礴伟
力。如此，在实现“东强、南动、西
美、北静、中优、外联”城市功能布
局、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同时，定能担当起“龙头高高扬起
来”和“在全省发挥更大辐射带动
作用，在全国同类城市竞争力形
成更多比较优势，在国际上赢得
更大影响力”的使命重托。

众人划桨开大船。出彩事业
需要共同创造，绚丽篇章需要一起
绘就。我们要继续营造团结向上的
浓厚氛围，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都凝聚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
动起来，借势而上、借势而为，把办

好民族运动会激发出来的热情干劲
转化为争先进位谋出彩的实际行
动、转化为推动民族工作创新与发
展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提升治理能
力的实际行动，拧成一股绳，勠力同
心干，朝着出彩的目标携手奋进。

团结奋进，未来可期。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为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郑州先出彩、出重彩
的绚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弘扬‘四种精神’不断开创郑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系列评论之团队精神篇

大力弘扬团队精神 凝聚强大发展合力
□郑 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以来，代
表提的建议、意见办理情况如何？昨
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十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
报告提到，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

议召开以来，市政府共办理建议、批评
和意见433件。截至9月底，市政府承
办的 433件建议已全部办结，代表对
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市政府承办433件建议已全部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