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省在经济领域提出
了81项重点改革任务，占总任务
数的46%。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在市场端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
体活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在政府端持续推进“放
管服”改革，深化财税、金融和投
融资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兴产业培育，促进产业链和
创新链双向融合，加快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激发产业改革
发展新动能。

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完
成向郑州、洛阳、航空港区下放
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工

作，健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
机制，探索设立郑开同城化示范
区；探索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新机制。

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完善“四路协同”发展机制，建设
省级多式联运标准体系，完善京
豫、豫沪、豫浙、豫苏等跨区域协
作合作机制，推进建设开放强省。

“四路协同”建设省级多式联运标准体系

13项技能提升计划
助力职场的你
今年我省将培训300万人次以上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
娜）昨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2021年河南全民技能振兴工程暨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已印
发，今年我省将实施13项技能培训，
全年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00万
人次以上。

1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技能提升计划——加大新型显示和
智能终端、生物医药、新一代人工智
能、智能传感器、5G等产业急需紧缺
技能人才培训和高技能人才“金蓝
领”技能提升培训，推进青年技能提
升行动，年培训40万人次以上。

2 就业重点群体技能提升计划——
年培训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40万人
次、“两后生”1万人次、毕业学年在校及
离校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5万人次、
退役军人2.5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4.5万人次、残疾人3万人次以上。

3 已脱贫劳动力技能提升计划——
年培训4万人次以上。

4 现代服务业技能提升计划——加
快现代服务业强省建设，年培训 45
万人次以上。

5 建设行业技能提升计划——年培
训15万人次以上。

6 高危行业安全技能提升计划——
加大化工、煤矿、非煤矿山、金属冶
炼、烟花爆竹、石油及天然气开采等
行业企业安全技能培训，年培训 15
万人次以上。

7 高素质农民技能提升计划——牵
头培训20万人次以上。

8 大众创业培训计划——落实“马
兰花”创业培训计划，年培训25万人
次以上。

9“中原丝路”技能提升计划——加
大交通运输、航空物流、电子商务、
导购等技能人才培训，年培训30 万
人次以上。

10“文化河南”技能提升计划——
加大文旅业从业人员培训，年培训
10万人次以上。

11 城市管理从业人员技能提升
计划——加大市政、环卫、交通、城
管、绿化等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年培
训15万人次以上。

12 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对象、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技能提升计划——年
完成补贴性培训5万人次以上。

13 技能人才竞赛成长计划——推
动100万人次以上参加竞赛。

全面深化改革，我省明确176项重点任务

今年完成向郑州洛阳航空港区放权
健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探索设立郑开同城化示范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今年我省共明确了176项
重点改革任务，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领域。

今年我省要通过改革，推
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完善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
扬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规划体系，构建覆
盖全流域的黄河文化遗产保护

系统，进一步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

激发国有文化企业活力，推
动文化企业优化重组，加大文化
领域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
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一团一策”分类推进文艺院团
改革。

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重
点抓好四个方面内容。在完善
生态保护和治理机制方面，健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规划体系，建立沿黄地区国土绿
化、水土保持和矿山整治统筹推
进机制，完善黄河滩区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差别化管控治理制度，
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在自然

资源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加快推
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体
系，全面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
和水平。在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
力方面，研究2030年前碳排放达
峰行动方案，推行林长制，全面实
行排污许可制，建立排污权交易
制度，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机

制。在推行绿色发展方式方面，
建立健全用能权初始分配和市
场化交易机制，扩大“无废城市”
试点，实施铁路专用线进企入园
工程。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

民生领域改革与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今年我省
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决好老百
姓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等热点难点问题，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扭转不
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破除“五
唯”等顽瘴痼疾；优化教师资源配
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加

快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办学
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改革。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加快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
局，提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质量，深化现代医院制度改革，
开展村医“乡聘村用”改革。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
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

服务“一卡通”，健全重大疾病医
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建立生活困
难群众主动发现和救助机制，聚
焦“一老一小”推进普惠养老、普
惠托育服务试点，推进城镇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

以社保卡为载体 探索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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