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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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兜”出民生新
生活》。

核心
提示

选材、剪枝、裁叶……在南四环河南绿旺花卉市场自家的花店里，45岁的刘小强正忙着“花
事”，一旁的学员小王不时地向他讨教插花技艺，自信、开朗的笑容始终洋溢在刘小强脸上。刘
小强说，他有今天的“花样人生”，要感谢17年前郑州市残联举办的一次技能培训。在3月17
日举行的河南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上，刘小强以精湛的技艺再次捧回一等奖。

在管城区郑新里社区特困户白女士家，轮流照料着她的两名姐姐说：“政府对妹妹，还有家
中90多岁的老母亲关爱从未断过，有什么困难，街道、社区都替我们想到了，我们对美好生活有
了新期待……”

聚焦困难群体“急难愁盼”问题，郑州市各级政府部门全面加强兜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等帮
扶工作。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文/图

“刘老师，我们的花儿下
午能拿到吧。”“我一会儿过去
拿花啊。”……在记者和刘小
强的一个多小时谈话中，他的
电话就没断过。这样忙碌的
刘小强在7岁那年和母亲一样
患上遗传疾病强直性脊柱炎，
他当时连走、站、蹲、抬手等基
本动作都没法做到。

为了谋生和照顾母亲，
他摆过地摊、开过载客三
轮、修过家电，直到 2006年，
郑州市残联举办了免费插花
培训班，他的生活有了转

变，“我爱上了插花这门技
艺”。当年，他参加郑州市
残联举办的技能大赛，一举
获得全市第一名，后来，他
又参加全省、全国大赛，次
次都拿回大奖。

因花结缘，2007年，刘小
强收获了爱情，还在陈寨花卉
市场开了花店，后来有了孩
子，加上母亲身体不好，花店
搬到现在的地方。

刘小强说，他现在月收入
都在万元以上，身体状况也有
了好转：“我原来都没法下蹲，

右手也够不住头，但现在都不
成问题了。”刘小强笑着说，这
还是得益于这插花手艺，“不
仅锻炼了身体，还可以养家糊
口，成就了我的家庭，也成就
了我的事业。”

刘小强说，除了经营自己
的花店，他现在的愿望就是把
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更多人，帮
助更多的残疾朋友就业创业、
自食其力。

郑州市残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每年都会针对残疾人的
身体状况举办各类培训班。

管城区郑新里社区居民白
女士今年 60岁，多重二级伤
残，离异无子女，无劳动能力，
与 90 多岁老母亲生活在一
起，平时靠两个姐姐照护。

“家里的困难，政府都替
我们想到了，平时遇到点小困
难我们自己也可以克服。”白
女士的两位姐姐说，辖区街
道、社区平时都特别关照她
们，“疫情期间和平时，他们都
经常上家里看看，蔬菜、水果
也都经常给我们送。”

同为困难群体的刘女士
说，街道、社区平时关心问候不

断，“从未间断对我的帮助”。
“我家妮妮今年9月份该上

初中了，孩子现在健康又活泼，
多亏了郑州慈善总会‘祝福
儿童血液病康复基金……’”
刘女士说，妮妮是她的外甥女，
一直跟着她生活，后来被确诊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打听到
需要一笔高昂的医疗费后，感
觉天都塌了，郑州慈善总会“祝
福儿童血液病康复基金”了解
情况后，现场给予妮妮 6万元
救助金，支持她顺利完成治疗。

郑州慈善总会基金部部
长赵慧娜介绍，“祝福儿童血

液病康复基金”自 2014年设
立以来，救助了 179名血液病
患儿，发放救助金近 800 万
元，其中 157人获得缓解，120
人回归社会、回到校园。

来自郑州慈善总会数据
显示，2022年至今，慈善基金
在运行 137个，实施慈善项目
28个，包含助力乡村振兴、助
学、助医、助残、助老、济困、困
境儿童帮扶等不同领域。慈
善基金精准救助 20378人，救
助金额1761.38万元。慈善项
目支出 5400万元，惠及困难
群众20万人次。

■帮扶困难群体，郑在行动

今年将培训残疾人
不少于3000人

2022年，全市为15674名困
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2256万
元，为59637名重度残疾人发放
护理补贴7156万元。为5.5万名
残疾人发放补贴资金 1.9591亿
元。为全市1310名“三无”残疾
人发放生活救助587万元。投入
资金279万元，实施“阳光家园计
划”，为882名残疾人提供机构托
养、居家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
投入资金336万元，救助3110名
低保家庭精神病患者。为33449
名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发放通信
信息消费补贴1204万元。

2023年，郑州市残联将精
准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对
符合条件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
童实现应救尽救，为不少于 3.4
万名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发放
通信补贴。拟培训残疾人不少
于 3000人，帮助残疾人就业不
少于4000人。实现持证残疾人
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比例均不低于90%。
去年全市发放
低保救助金3.12亿元

截至去年年底，全市救助保
障城乡低保对象49586人，发放
低保救助金3.12亿元；救助保障
特困供养对象13329人，发放特
困供养金1.82亿元。全年临时
救助困难群众 4682人次，发放
临时救助金677.8万元。去年12
月底以来，下拨分配省级、市级
社会救助资金共5403.52万元。

“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
万家”活动开展以来，全市新纳
入低保对象184人，新纳入特困
人员 33人，实施临时救助 241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 49.4万
元。向全市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供养对象发放冬季取暖补贴
627.77万元；向66665名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
病毒感染儿童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139.9965万元；向市城区低保
户、分散供养特困户发放电价补
贴33.52万元；向因疫致困区域
内老幼病残孕等特殊困难群体
发放物资包、防疫包各4500份；
向市内八区25000名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孤儿、
重度残疾人、部分独居老人等困
难群众发放每份价值 100元的
食品蔬菜包。

经营着自己的花店，刘小强双手粗糙，脸上却洋溢着笑容

家里的困难，政府都替我们想到了

花艺“小强”的花样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