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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丰富内涵，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重要特征。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当
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全国两会精神，以“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
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为总目标，全面
开展“三标”活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
动，加快“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
心”和郑州都市圈建设，以风雨兼程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
拼经济、千方百计促发展，奋力谱写中原
更加出彩的郑州篇章。

本报与《郑州日报》同步推出【家国同
春】——中国式现代化的“郑州图景”大型
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郑州市全力以赴跑
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的干劲和蓬勃的
朝气。今日刊发第九篇章“民生”之一《民
生答卷绘幸福》。

如果说，教育是民生之基，
那么，全民健康则是民生之需。

过去的一年，郑州提交了一
份令人振奋的健康“成绩单”：健
康郑州18个专项行动全面推进；
省会新命名 264个“健康细胞”；
全市病媒生物密度达到国家健
康城市指标体系要求；适龄儿童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
98.2%；妇女“两癌”、新生儿疾
病、产前筛查及脑卒中、肺癌早
期筛查等民生实事项目使得 70
余万人次受益……全市卫生健
康综合能力全面提升，城乡居民
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未来，该如何持续提升全民
健康幸福指数？高质量推进“健
康郑州”建设的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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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将加快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区域远程医
疗中心和基层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探索建立“县管乡用”基层人
才柔性流动管理机制；利用三年
时间推动市属医院与县域医共
体合作共建36个临床重点专科。

今年，我市要持续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实施公立医院
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和管理
优才培育工程，在20家市属（管）
医院实施26个能力提升项目。

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
群众身边延伸，减少跨区域就
医，今年我市将扎实推进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一方面，加快推进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疑
难危重症病种覆盖率力争在98%
以上、核心技术覆盖率 91%以
上。另一方面，持续推动郑州市
中心医院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
申创；加快消化、神经疾病、心血
管、传染病、眼科、烧伤、妇产7个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心
病、肛肠、老年病、骨伤等 6个省
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

加强“一老一小”健康服务
供给。今年，我市将持续完善
市、县、乡、村四级老年健康服务
平台，创建 15个老年友好社区，
建成12个基层老年医疗康复（护
理）中心、30个乡镇老年健康服
务中心。同时，今年我市将开展
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区县（市）、
乡镇（街道）创建活动，增加普惠
托育服务供给，千人口托位数达
到4个。

健康郑州

持续提升
全民健康幸福指数春暖花开，金水区文

化绿城小学五年级学生
李梦瑶的周末更“忙”了：
踏青、爬山、逛绿博园写
生、省博物院研学“打卡”、
游泳、骑行……相比于以
往奔波于课外班的忙碌，
她更喜欢现在。

事实上，周末没有
课外班，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这已经是省会郑
州不少学生周末生活的
常态。“双减”，这场让教
育回归育人本质的时代
变革，改革成效正在逐
步显现。

2021年，郑州市被
列入全国“双减”9个试
点城市之一：5月，全市
校外培训机构开启调查
摸底；6月，启动为期三
个月的净化校外培训机
构招生专项行动；10月，
出台“双减”落地方案；12
月，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
收费新政；公布校外培训
机构“黑白名单”……

一系列组合拳，规范

了省会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迈出了减轻学生校
外培训负担的一大步。

在为孩子们减轻校
外负担的同时，校内作
业负担如何减？为此，
全市教育部门不断探索
“校内增质”，从严控作
业量到提高作业设计质
量，坚持“压总量、控时
间”，注重“调结构、提
质量”。

为满足不同学生
个性化发展需求，郑州
从区域层面推进作业
设计的优化与管理，制
定了全市中小学作业
设计 18 条质量标准，
发布了各学科作业设
计与实施指南。在此
基础上，各个中小学校
精心设计作业，从学科
特点出发，结合生活实
际，研制出以实践探究
为主、类型多样的特色
作业，让学生在更多元
的实践作业中收获更
多，成长更多。

近年来，郑州市围绕
办“美好教育”的目标，推
出一系列务实举措：

大力推行课后服务
“5+2”模式，学校每周 5
天开展课后服务，每天
至少2小时。

教育部门联合多部
门探索实施课后服务“请
进来”“走进去”双进工
程，拓宽课后服务资源供
给渠道，不断丰富课后服
务形式和内容。

拓展学位资源，我
市对中小学校建设实行
特事特办，开绿灯、简手
续，缩短各类审批时间，
尽快建成投入使用。仅
以 2022 年为例，郑州市
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22 所，投用 25 所；全市
投用公办园 76 所；2021
年开工的 10 所学校全
部投用，2022 年计划开
工的 10 所学校，9 所已
完成设计招标，学位供
给能力持续提升，教育

资源配置更加科学。
确保教育公平，市区

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都要严格遵守义
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全
面实行阳光招生，严禁任
何形式的“掐尖”选生源。

切实保障外来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我
市坚持“以流入地政府
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
原则，将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
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
障范围，健全完善随迁
子女入学政策，确保“应
入尽入”。

按照计划，今后，我
市将采取集团化发展和
学校联盟、结对帮扶等方
式，实现校际间、区域间
合作，提高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逐步缩小办学差
距，实现区域、市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越
来越多的学校成为“家门
口的好学校”。

“家门口的好学校”不断“上新”

美好教育

“双减”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义诊走进公园，呵护市民健康

文化绿城小学研学活动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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