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文旅体育设施、完善社会福利设施。重点
推进县级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县级博物馆、智慧
广电平台、旅游基础设施、城市公园、县城社会足球
场地、县级公共体育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
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健身步道和体育公园等建设。
提出新建11人制足球场、7人（8人）制足球场。在
人口 50万以上或孤儿 200个以上，且设施严重不
足、确有建设需求的县城建设儿童福利设施等。

文旅体育：
新建11人制足球场、7人（8人）制足球场

完善教育设施，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
标准，改善教学及辅助用房、学生宿舍、食堂（伙
房）等教学和生活设施，逐步实现校舍、场所标
准化等。改善养老托育设施，加强具备提供
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能力
的普惠托育教育服务机构建设等。

教育托育：
改善学生宿舍、食堂等教学和生活设施

《通知》明确，要健全医疗卫生设施，全面提升县
级医院救治能力，建设可转换病区，扩增重症监护病
区（ICU，含相关专科重症病房）床位，一般按编制床
位的 2%～5%设置重症监护病床，配置呼吸机等必
要医疗设备。

医疗卫生：
扩增重症监护病区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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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文/图）
昨日下午，市城管局为20名一线环卫工人
代表发放了慰问金，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常
年奋战在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讲话精
神，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坚持创新环卫作
业方式、持续推动城市精细管理、发扬匠
心精神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取得了显
著成效。

根据市委、市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有
关部署，制订了《郑州市城市环境卫生精细
化管理工作检查评比方案》《郑州市城市环
境卫生精细化管理工作第三方检查考核细

则》等文件，以城市“双改”为抓手，建立完
善市、区、办事处、社区四级环卫保洁联动
工作机制。实现了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
100%机械化作业全覆盖，市域机械化清扫
（冲洗）率由原来的不足 20%提升到 95%。
机械化清扫车辆的陆续投入使用，大幅提
高了环卫深度保洁质量，降低了环卫劳动
强度，增加了作业安全系数。

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市区公厕由
2018年初的 930座增加到 2523座，达到每
平方公里6座。市区公厕全部达到二类以
上标准，一类公厕由原来不足 15%增加到
现在的 40%。市区公厕全部纳入“郑州公
厕地图”微信小程序，实现了公厕位置信息
查询、服务评价、投诉受理等功能。

调整的待遇有四项
此次调整对象：2019年12月31日前开

始享受伤残津贴的工伤人员和因工死亡供养
亲属抚恤金人员。包括纳入省直工伤保险基
金统筹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伤人员。

调整的待遇有四项：伤残津贴、抚恤
金；生活护理费；工伤人员住院治疗工伤期
间的伙食补助费；其他部分待遇等。

孤寡老人或孤儿抚恤金
每人每月最高增加100元

伤残津贴、抚恤金的调整，坚持继续向
待遇水平较低人员倾斜的原则，根据伤残
等级、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不同情况，确定每
人每月增加金额。1996年 9月 30日前（含
9月30日）发生工伤人员的伤残津贴，一级
到六级待遇调整后月增加标准分别为：175
元、165元、155元、145元、135元、125元；其
供养亲属的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80元；孤
寡老人或孤儿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 100
元。1996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享受伤残津贴、抚恤金人员的伤残津贴从一
级到六级调整后月增加标准分别为165元、
155元、145元、135元、125元、115元；其供
养亲属的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70元；孤寡
老人或孤儿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90元。

生活护理费方面，工伤人员护理费调
整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24元至25元
工伤人员住院治疗工伤期间的伙食补

助费方面，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直辖市、副
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每人每天25元；其他
地区按每人每天 24元的标准执行。自
2020年11月1日起，各单位（含协议医疗机
构）申报工伤人员医疗待遇时，对2020年1
月 1日以后发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上
述标准申报。

待遇调整自今年1月1日起执行
工伤人员已办理退休手续(包括按退

休人员安置)，并按养老保险政策调整养老
金的，不执行本通知关于伤残津贴的调整
规定。文件规定，对 1～4级老工伤人员不
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而由工伤保
险基金全额补差的，不执行本通知关于伤
残津贴的调整，按 2020年度省直基本养老
保险调整办法执行。

此次待遇水平调整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执行。本次调整标准增加的待遇连同
2020年1月1日以来应补发的待遇将由省社
保中心于2020年11月底前一并发放到位。

郑州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
实现机械化作业全覆盖

我省推进县城城镇化
公共服务补短板建设

县级医院将建
可转换病区
扩增重症监护病区床位

县城作为县域经济的“龙头”，在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路上
至关重要。目前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推进县城城镇化公
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从医疗卫生、教育、养
老托育等方面提升县城公共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郑报全媒体记者 曹婷

省直工伤人员伤残津贴等待遇提升
最高每人每月增加175元 11月底前发放到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省人社
厅获悉，该厅印发“关于调整省直工伤保险统筹单位
2020年工伤人员伤残津贴等待遇标准问题的通知”，
最高每人每月可多发175元。

扫码看新媒体报道

城市建设：
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通知》要求，要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加强
建筑风貌管理，严格审核把关建设设计方案，
防止“贪大求洋”、盲目建设大广场。各有关市县
在遴选项目时要审慎论证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统筹考虑今后的运行管理
问题，做好资金统筹，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可靠、规模充足，防止出现“半拉子
工程”。

《通知》还提到，我省各地要统筹资金投入。县城公益性社会服务设施
项目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资金进行投入，符合既有专项支持范围的要在
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时予以优先考虑。对有一定收益但难以商业化合规
融资、确需举债的公益性项目，符合条件的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抗
疫特别国债予以支持。对能够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县城准公益性及经营性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以综合利用开发性政策性商业金融、新型城镇化建
设专项企业债券等渠道进行支持。

整洁的垃圾分类投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