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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5个月，全省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支出 868.04亿元，惠及 1935.3万人，其
中，为企业退休人员发放养老待遇
524.95亿元、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发放养老待遇 241.82亿元、为城乡老年
居民发放养老待遇87.42亿元；为失业人
员发放失业金 5.02亿元；发放工伤保险
待遇8.83亿元。各项社保待遇全部实现
按时足额发放，没有发生拖发、漏发现
象，较好地发挥各项社会保险保生活、保
民生的兜底作用。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至所有参
保失业人员，将不符合领金条件的失
业人员、领取失业金期满仍未就业的

大龄失业人员、参保缴费不足 1年的
失业农民工等纳入保障范围。对领
取失业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大龄失业
人员，继续发放失业金直至法定退休
年龄。

实施阶段性失业补助金政策，自
2020年 3月至 12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
业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可以申领6个
月的失业补助金。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
范围，对2019年1月1日起有参加失业保
险记录但累计参保不满 1年的失业农民
工，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标准，按月发放
临时生活补助等。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日
前，郑州市与阿里巴巴集团举行2020年数字
郑州产业生态联盟座谈会并签署深化数字城
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这是继去年8月郑州
市同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之后，双方
的又一次直接接触、深度合作。

去年8月，双方全面合作正式开启，阿
里巴巴河南公司、郑州大数据发展公司、数
字郑州科技公司相继成立，10个月来带动
“数字郑州”建设迅速实现数字政务水平、科
学防控能力、网络消费支撑等方面的提升。

构建数字政府治理体系
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

“城市大脑”，是郑州打造新型智慧城
市的高阶体系，通过“城市大脑”建设推动
“群众跑腿”变“数据跑路”，郑州打造了“四
端”融合政务服务平台、“郑好办”APP；建
设疫情防控一体化大数据管理平台，提升
科学防控能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
积极建设“城市大脑”的郑州市与阿里技术

团队共同搭建疫情防控一体化平台，火
速上线包括疫情上报、来郑人员登记、疫
情调度指挥、智能外呼、钉钉复工复学系
统等10套数字防疫系统，实时了解全市上
万个社区以及道路、医疗等各个单元的战
“疫”状况，有效防止了聚集性传染，保障
公众的出行安全。同时，为岐伯山医院提
供信息化系统，并让郑州成为全国最早推
出复工服务平台的城市之一，维护了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

今年 3月 20日，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
“郑好办”APP上线，截至 6月 19日，依托
“郑好办”APP上线运行的政务服务、便
民服务数量共 299项，其中“一件事”组
移交的有 159项，公民个人高频事项 82
项，合计 241项；涉及交通出行、医疗信息
和考试成绩等查询和预约共58项。逐步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一网通办”“一次办成”的
政务服务。

据悉，目前该APP用户总量超过80万，
日均活跃用户数3.9万；总办件量14.96万件，
受理量14.53万余件，办结量14.17万余件。

打造数字郑州生态联盟
实现资源聚合

为全面落地郑州市与阿里巴巴集团战
略合作项目，双方合资组建数字郑州科技
有限公司，积极探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郑州模式”。

据市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
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依托阿里巴巴集团在
技术、市场、服务和人才等领域的综合优势，
实现生态资源聚合，服务“数字郑州”建设。
同时，借助阿里巴巴集团在数字经济领域的
绝对优势，带领郑州本土互联网企业走出河
南，实现进军全国市场的跨越式发展。

去年10月以来，市大数据管理局组织数
百家本地大数据企业、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与
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入对接，初步建
立涵盖100余家企业的合作伙伴企业库。

人才＋生态
双方合作正式进入快车道

4月1日，郑州市政府宣布发放4亿消

费券，定向鼓励本地消费者，扶持郑州商
家，拉动线下消费，而支付宝则成为消费券
领取与核销的主要平台。首批 5000万元
的普惠性消费券，取得良好效果。

数字化赋能下的郑州消费市场逐渐恢
复了往日活力，以“时尚绿城，乐享郑州”为
主题的“春暖郑州”网上购物节、“郑好豫
见”欢享乐购季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如火
如荼，围绕发展“夜经济”成功举办“醉美·
夜郑州”等活动，也为郑州消费市场增添了
新动能。

数字政务、疫情防控、智慧城市建设、
数字经济……在郑州“数字化”已经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大数据”则渐渐
成为服务市民的重要工具。下一步，双方
将合作“十百千万”项目，即 3年与 30家科
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和人才培育机制，500
家生态企业参与郑州数字化发展，培养 1
万名数字化技术和管理应用型人才，其中
1000名具有阿里云资质认证的专业人
才。这标志着阿里和郑州的合作正式进入
快车道。

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河南打出组合拳
前5个月，全省各项社会保险支出868.04亿元，惠及1935.3万人

记者从昨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相关部门出台多项措
施，全力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 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

千方百计兜紧兜牢“三保”底线

持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升基层财
政保障能力。今年以来，省财政进一步加
快转移支付预算下达进度，陆续向市县预
拨医疗卫生、稳就业、稳投资、财力补助等
资金，截至 5月底累计提前下达资金 388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92亿元，为市县落
实“三保”支出和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
撑。此外，今年中央财政将新增财政赤字
1万亿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总共2万亿
全部转给地方。省财政将不折不扣落实
中央要求，当好“过路财神”，不当“甩手掌
柜”，待中央资金下达后，第一时间将资金
分配拨付到市县，尽快发挥资金效益，为
困难企业和群众纾困解难。

同时，强化预算管理，兜紧兜牢“三
保”底线。首先预算编制突出“先”，坚持
国家标准的“三保”支出在“三保”支出中

的优先顺序，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其
次预算约束突出“硬”。严控预算追加事
项，在全年“三保”支出预算未按政策足额
安排前，除疫情防控和应急救灾支出外一
律不安排其他项目支出预算。支出结构
突出“优”。树立“过紧日子”思想，省级一
般性项目年压减累计比例不低于 10%，对
当前尚未下达的非重点、非刚性专项资金
按照不低于 50%进行压减，集中财力保障
“三保”等重点支出。存量资金突出
“活”。截至目前，省级已收回2019年及以
前年度财政存量资金71亿元，优先用于保
障重点支出。资金绩效突出“好”。精打
细算每一分钱，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目前，全省所有县（市、区）“三保”
年初预算基本足额安排，“三保”支出总体
拨付到位，“三保”政策落实整体较好。

民生保障“应保尽保”“应兜尽兜”
加大民生保障资金投入。2020年下

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09.7亿元，统
筹用于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孤儿基本
生活保障以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比
2019年增加近10亿元。

持续提高救助保障标准和补助水
平，将农村低保标准由年人均 3860元提
高到 4260元，增幅 10.4%；城市低保月人
均保障标准由520元提高到570元，增幅
9.6%；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各增加12元，分
别达 286元、178元，稳定实现贫困人口
“吃穿两不愁”目标。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不低于低保标准的1.3倍，达年人均
5538元。

民生保障底线“应兜尽兜”。对基本
生活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困难群众，通过发放临时救助先
行予以保障，确保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今年第一季度，全
省农村低保人数达276万人，占农村总人
口的 3.7%，农村低保的保障面进一步扩
大，较去年同期增加 17万人。目前我省
剩余35.3万未脱贫人口中，低保、特困人
员 32.4万，占比 92%，社会救助的兜底保
障作用进一步凸显。

临时救助“应救尽救”。对特别重大
的急难型救助采取“一事一议”给予救
助，让临时救助实现“零等待”。今年一
季度，共发放临时救助资金6000万元，救
助困难群众9万人次。特殊困难群体“应
扶尽扶”。简化优化孤儿认定工作程序，
为 1.8万名孤儿按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
费。持续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
今年前 5个月，全省发放残疾人“两项补
贴”6.2亿元，90万困难残疾人享受生活
补贴，117万重度残疾人享受护理补贴。

失业保险保障扩大至所有参保失业人员

郑州数字化转型按下“快进键”
数字政务水平、科学防控能力、网络消费支撑等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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