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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绝大多数单位成立建议提案办
理领导班子，建立工作团队，制定工作方
案，形成了督办机制，为办理好人大建议
政协提案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中，中原区
政府在对建议提案进行梳理分类的基础
上，建立跟踪督办机制，对每件建议提案
的落实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督查，坚持做到
“对能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不放过,对应予解
决但因客观条件暂时不能解决的不放过，

对不具备条件而没有解释清楚的不放过”
三个不放过，确保建议提案件件有回音，
事事有着落。

目前，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
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按照要求，没有完成
办理任务的单位务必于9月底前完成。特
别疑难的, 要及时沟通，会商人大选任联
工委、政协提案委共同办理，确保办结率、
面商率两个100%，满意率不低于98.5%。

河南优先为贫困人口免费提供 15类
57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开展妇女
“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
等妇幼健康干预项目，有效阻断贫困和疾
病代际传递。

截至 8月底，全省累计完成“两癌”筛
查 222.24万例、产前筛查 84.55万例、新生
儿“两病”筛查 127.04万例。筹措资金 2.2
亿元，实现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覆
盖所有贫困县，受益儿童27.17万人。

市政府今年办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1270件

月底市内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全覆盖

因病返贫致贫是扶贫的“硬骨头”。昨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
康”系列新闻发布会——健康扶贫专场。记者获悉，从2016年底至2019年底，我省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人口由162.1万减少到17.1万，累计减贫145万，占全省全部脱贫人口总数的
51.4%，为全省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健康保障。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2020年度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昨日，
市政府通报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市政府共办理省市人大建议、政协提案1270件，其中省人
大建议、政协提案88件，市人大建议367件(含33件闭会建议)，市政协提
案810件(含5件闭会提案)。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建议提案办理质效明显提升
按照市人大、市政协对建议提案办理

工作的要求，今年对市政府重点督办的25
件人大代表建议、8件政协委员提案，采取
人大、政协对口工委重点督办，主管副市
长领办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建议提案办
理工作的督促指导。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就民进郑州市委提出的《进一步牢
固树立绿色理念 加强郑州市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的提案，副省长、市长王新伟就市
政协科技界别提出的《关于抓牢数字经济
发展机遇 实现郑州超越式发展》的提案，
都亲自召开重点提案协商座谈会，对黄河
流域郑州段生态保护问题、我市数字经济
发展问题进行研究部署，对建议提案办理

工作提出新要求。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郑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
知》关于主要领导落实“代表委员接待日
制度”的要求，绝大多数承办单位在电话
联系、登门拜访的基础上，主动开展“开
门办理、现场办理”，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到办理单位，到项目现场，通过座
谈、视察，单位“一把手”向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介绍本单位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并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题和
建议进行答复，办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得到明显提升。

解决实际问题为群众办实事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提建议、提

案，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为群众办实
事。市政府承办部门对关系到全市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热点、难点问题，拿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
办法，真正做到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满
意，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关于中小学午餐
供餐和课后延时服务问题，越来越受到社
会关注，共有 14件建议提案涉及此问题。
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先后召开两次工作专
题座谈会，采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

议，针对提出的规范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
量等问题，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
步规范课后服务的内容和要求；出台《郑州
市中小学校食堂及配送餐单位管理规范》，
从基础设施、管理要求、应急处置、责任与
监督、投诉与处理、营养与健康等方面统一
规范，明确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目前，市
内九区中小学校午餐供餐实现全覆盖，课
后延时服务9月底前可实现全覆盖，得到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致认可。

9月底前完成办理任务

看得起病 贫困人口就医自付费比例降至10%以内
河南将贫困人口门诊可报销慢性病

病种扩大到 15种以上，门诊可报销重特
大疾病病种扩大到27种以上。

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实行“一降一提
高”倾斜。降低报销起付线，由过去的1.5
万元降至5500元；提高报销比例，最高可
报销95%，并取消年度封顶线。

在现有医保制度基础上，建立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贫困人口再
增加一道保障线。

对贫困人口在县域定点医院看病住
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住院免交押金”
“出院一站式结算”等惠民政策，确保困难
群众不因付不起钱而影响看病。全省贫
困人口看病就医自付费用比例降低到
10%以内，负担明显减轻。

看得好病 大病救治病种扩大到30种，救治率达95%
河南每年为贫困人口开展一次健康

体检，根据病情，开展大病集中救治、慢病
签约服务和重病兜底保障。

大病救治病种由 9种逐步扩大到 30
种，已累计救治14.4万人，救治率达95%。

对需要康复治疗的慢性病患者，由乡
村医生与贫困患者签订慢病管理服务协

议，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
服务，已累计签约服务487万人次。

对需要长期治疗、医疗费用较高的
重病患者，落实政府兜底保障措施，确
保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目前已有 16.1
万重病患者全部落实了医疗兜底保障
政策。

方便看病 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达95%
河南实施县乡村医疗机构“五个一”

标准化建设项目，累计投资近122亿元，支
持贫困地区82个县级医院、36个妇幼保健
院、15个疾控中心、1616个乡镇卫生院、
550个基层中医馆和 1.9万个村卫生室实
施改扩建和达标建设，实现了贫困村卫生
室全覆盖。

为解决贫困地区卫生人才短缺问
题，河南大力实施基层卫生“369人才工
程”，累计为贫困地区培养培训县乡村

医务人员 6万多人次；选定省、市 33家
三级医院与 53家贫困县县级医院开展
等额对调对口帮扶；积极利用信息技
术，弥补基层医疗短板，实现远程医疗
覆盖所有贫困县。

目前，贫困地区已有 52家县级医院
通过“二级甲等”评审，乡镇卫生院全部
具备 50种以上常见病诊治能力，贫困人
口县域内就诊率达 95%，基本实现“大病
不出县”。

少生病 免费开展“两癌”筛查222.24万例

新
华
社
发

贫困人口
大病救治率
达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