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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平均年龄最大的三个城市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人社
厅获悉，10月 28日起，我省实
施电子社保卡同步申领机制，
原服务渠道签发使用电子社
保卡不受影响。我省居民新
申领的第三代社保卡，在领取
的同时将在同步申领渠道生
成电子社保卡，经本人同意后
正常使用。

面向人群主要是2021年1
月1日起新制的第三代社保卡
用户。电子社保卡签发方式
为：实体社保卡申领成功后，
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同步
生成电子社保卡并发放至同
步申领渠道。

所谓同步申领渠道，主要

有：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小程序；
社保卡合作银行为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的发卡行APP。

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 1
月 1日至 10月 27日已领取并
启用社保卡功能的第三代社
保卡，将在 10月 28日由全国
社保卡平台生成电子社保
卡。持卡人需登录同步申领
渠道并注册为实名用户，经本
人同意后正常使用。10月 28
日后新申领的第三代社保卡，
在领取的同时将在同步申领
渠道生成电子社保卡，经本人
同意后正常使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李娜）根据 2020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测算，河南
省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 37.2
岁，比全国平均年龄 38.8岁年
轻 1.6岁。昨日，记者从省政
府获得此消息。

据介绍，河南大部分地市
的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在 37岁
左右。其中，郑州市常住人口
平均年龄 34.7岁，是全省平均
年龄最小的市。其次是濮阳
市、商丘市，分别为 36.3岁、
36.4岁。三门峡市、漯河市、焦
作市是全省平均年龄最大的
三个市，分别为 40.2岁、39.6
岁、38.8岁。

从年龄结构来看，全省
0～14岁人口为 2298.9万人，
居全国第二位，占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 23.1%，与 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
2.1个百分点。

对于“依然年轻”的河南
人而言，郑州市可以说“最年
轻”。郑州市常住人口平均年
龄为34.7岁，比全省水平低2.5
岁。作为加快建设中的国家中
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
市，郑州市常住人口总量为
1260.1万人，位居全国城市第
十、中部第一，10年间常住人口
增量居全国城市第五位，具备
着较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和城
市活力。从年龄结构看，郑州
市 15～59岁人口占比最高、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最低，大量
流入的劳动年龄人口拉低了郑
州市的平均年龄，使郑州成为
全省人口“最年轻”的城市。

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4.7岁
郑州成全省“最年轻”城市
比全省水平低2.5岁

申领第三代社保卡
同步生成电子社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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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政府把营
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生命线，以审批最少、
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
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
最好为目标，全域全城锻
长板补短板增优势，连续
三年在省营商环境评价
中位居第一，2020年国家
营商环境评价排名百分
位提升 30%以上，一流营
商环境正在成为“国家

队、国际化”的新标识。
打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今年以来查处不
正当竞争案件 5起，罚没
款 10.79万元。构建“亲”
“清”有度的政商关系，对
企业开展全方位、全周期
服务，无事不扰、有求必
应。打造良好金融市场
环境，兑现挂牌上市融资
奖补资金 4098.192万元，
涉及619家企业。

开展“万人助万企”
活动，支持中小企业上市
融资，推行“一站式”集中
服务，报装审批实现“零
上门”“零资料”。梳理集
成“一件事”，编制“一件
事”实施清单。

打造透明高效的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强化落
实交易项目“应进必进”，
实现远程不见面开标
100%全覆盖。

全省营商环境评价
郑州连续三年第一
一流营商环境成为“国家队、国际化”新标识

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关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到，郑州
连续三年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第一，一流营商环境正在成为“国家队、国际化”的
新标识。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加速推进重点领域
专项提升，不动产登记
22个单办业务实现当场
办，10个联合业务实现
当天办，郑东新区在全省
率先实现“交房即发
证”。按照“1+X”模式，31
个商事登记“一件事”在
市政务服务网发布上
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精减到59个主项，审批时
间压缩至最长 61天。提
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依
托政务服务网、郑好办

APP上线运行814项便民
服务事项，其中郑好办上
线 667项，“零材料”办理
事项212项。

持续改善民生。郑
州市中心医院等 7家单
位获批为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建立郑州市医疗健
康大数据中心，实现了电
子病历共享和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市财政共下
拨奖补资金 376.2万元，
建设安宁疗护中心 36
个、新增安宁疗护床位

721张，实现了区县（市）
安宁疗护中心设置全覆
盖。落实促进 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
两年来全市共新增公办
园 349 所，移交配套园
280所，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 68所，全面实施中
小学午餐配餐和课后延
时服务。推出 3.0 版郑
州人才计划，“一城、一
策、一事”为创新创业搭
建平台、为落地发展提
供保障。

全域全城锻长板补短板 优化营商环境

31个商事登记“一件事”办理

市民在自助服务终端上办事 郑报全媒体记者 周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