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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天出发，向未来
启航。

前行路上，“活力郑州”
的建设目标始终清晰，新的
一年，郑州聚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大力发展养老事业，
全力打造健康郑州，高质量
建设美好教育，健全完善社
会保障……真心实意织密
“民生网”，把一件件民生实
事办到百姓的心坎上，努力
让幸福花开香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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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战略”的省会实践 之“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篇（下）

创新“互联网+健康养老”模式 打造“官方带娃”2.0版

实事办到心坎上 幸福花开香满城
养老服务升级保障“老有所安”

“老有所安”是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效果要求。在养老服务供给
和质量等方面，2022年郑州提出了
一系列实招硬招，全力推动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养老服务
“郑州模式”，不断满足老年群体多
样化、高层次的需求。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
一个系统工程，该如何推进落实？
按照计划，在完善政策体系和标准
规范的基础上，郑州市加快推进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2022年将新建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 10个，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 200个，实现每个街道建
成 1处综合养老服务设施,每个社
区建成 1处养老服务场所；对不少
于 4000户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
能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入网人数 130万
人以上。

按照计划，今年郑州要开展居
家社区养老示范创建，把设施建成
后的运维作为关键，打通居家社
区机构养老壁垒，逐步推广“以大
带小”模式，充分发挥专业养老服
务机构优势作用，以一家养老机
构辐射带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提供专业规范的居家上门照护服
务。加快推进家庭养老床位改
造，开展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
服务提升行动试点工作。统筹利
用各种资源，健全“时间银行”存
储机制，完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实现全市“线上线下”联动的“互
联网+养老”服务全覆盖。不仅如
此，我市还将增加农村养老服务

供给，每个区县（市）至少建成 1所
县级供养服务设施。

除了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完善
的社会保障网络，是保民生、安民
心的社会养老基石。为此，郑州将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攻坚行动，深入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深化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完
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提高
企业年金覆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
柱养老保险，推动个人养老金发
展。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政策
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调整缴费档次和缴费补贴标准，规
范个人账户记账办法……多策并
举全力织密社会保障网。

让健康成为百姓幸福生活底色
医共体建设是提升县域医疗

服务能力、推动分级诊疗的关键。
今年，我市将加快推进紧密型医共
体建设，建立高位推进机制，完善
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以人财物统
一管理、医共体内医保和公共卫生
资金打包支付为重点，加快推进市
县一体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打造医共体建设样板。县域就诊
率保持在90%以上、县域内基层就
诊率保持在65%以上。目前，市级
层面正在加快制定高质量推进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方案和
市县一体推进医共体建设工作方
案等配套文件，形成“1+N”政策保
障体系。持续夯实基层服务能力。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我市将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规范提
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推
进社区卫生服务站、健康驿站（家
庭医生工作室）标准化建设，实行
社区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深入开
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达
标、20%以上达到能力推荐标准；
推进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公有
产权村卫生室比例在 85%以上。
我市将开展基层卫生人才培养项
目，培养老龄照护、全科医生、公共
卫生等基层卫生人才 600名；推行
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工作，完善配
套保障政策，稳定村医队伍。持续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实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切实发挥好群众健
康“守门人”作用。

为抓实“一老一小”照护服
务。在健康养老领域，今年我市将
探索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老年健
康服务平台，实施社区老年健康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持续打造医养结
合示范项目，推动开展家庭病床服
务，创新“互联网+健康养老”服务
模式，推进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和老
年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全市二级
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
科的比例达65%，三级中医医院设
置康复科比例达100%。在托育服
务方面，我市将加速 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力争年内婴幼儿
照护服务“1+N”政策体系基本形
成。同时，加快普惠性托育机构和
托育点建设，全市 3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托位数达每千人3个。

“双减”推进
美好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深化“双减”改革，今年
我市将继续锚定“校内提升”和
“校外减负”两个方向，按照“巩
固成果防反弹、消除盲点找问
题、提高水平抓突破”的思路，
打造“双减”试点品牌。要深入
开展“双进”暖心工程，协同共
青团、妇联建好 134个志愿服
务试点、2002个“儿童之家”示
范点、20家校外公益社会实践
基地，拓宽课后服务资源供给
渠道。

按照计划，持续巩固中小
学午餐供餐和课后服务覆盖成
果，优化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升
级打造郑州“官方带娃”2.0版
本。要坚持“双延伸、一提高、
一保障”“引进来、走出去”的思
路，指导学校进一步提升课后
服务品质，最大能力满足学生
个性化需求。要把课后服务经
费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及时核
定和足额发放教师课后服务补
助。要强化全员全程全时管
理，健全午餐供餐长效监管机
制，确保食品供应质量和安全。

为保障学生公平受教育权
利，我市将精准做好学生资助
工作，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
困而失学。要完善控辍保学长
效机制，组织好“回头看”，保障
每一名适龄学生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同时，我市将抓好残疾
儿童入学安置工作，提高残疾
学生送教上门质量。要坚持
“两为主”原则，确保随迁子女
“应入尽入”。

“双减”后，小学生在校有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延时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