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重点区域交通、灯光、停车、
环卫、治安、应急等夜间经营保障。简
化夜间经营市场准入，减少限制性措
施，优化相关证照办理流程手续。加
强夜间市场秩序、经营活动、消费品质
量安全、消费品价格监管，加大对虚假
宣传、仿冒混淆、制假售假、缺斤短两
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加强客流量较大的夜间市场治
安管理和交通疏导，在不影响道路交
通安全和通行的情况下，允许车辆在
周边指定道路临时停车。把消费环
境建设作为夜经济集聚区认定的重
要条件。

鼓励各地充分运用互动性强的
新媒体平台，加强夜经济地标区域、
优质产品、特色活动、网红店铺等信
息宣传推广，着力培育地域特色鲜明
的夜经济品牌，打造夜经济顶流品
牌，构建层次多、形象美、品质高、引
力强、效益好的“豫夜豫美”“豫品豫
好”夜经济品牌系列。

在拓展夜经济就业渠道方面，延
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至 2025年底，继续实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至 2024年底，支
持餐饮、零售、娱乐等经营业态增加夜
间就业岗位。积极开发夜经济产业
链，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支持高校毕
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在允
许的场所摆摊设点、自主创业。

同时，落实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
等税费减免以及本地区资金补贴政
策，激发夜经济发展活力。
记者 袁帅/文 周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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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2023年，我省
探索实施“全链条”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模式，经过试点运行，《“全链式”医养
结合管理与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已于
近日出台，探索建立适宜的“豫字号”
养老模式，让老人安心养老有“医”
靠。新标准将于11月25日启动实施。

据了解，我省探索实施“全链条”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旨在探索破解
养老困局，采用医疗机构+医养服务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
街道养老机构或乡镇敬老院）+医养服
务站+家庭（社区卫生服务站或村卫生
室+日间照料中心），计划用5年时间覆
盖全省超500个社区（乡镇），城乡社区
常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
率达到85%。

新标准结合我省实际，重点聚焦
当下医疗支撑能力薄弱、社区居家医
养服务提供不足等关键难点与堵点
问题，通过三甲综合医院优势医疗资
源“下沉”，为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提供
支持，与街道养老机构联合组建“街

道医养
康 养 服
务 中 心 ”
（大中心），
带动社区、乡
村日间照料中
心“社区嵌入式
养老复合体”（小中
心）的医疗能力提升，以“大”带“小”，
共同延伸服务，将“医院—养老院—
社区—居家”有效链接，通过机构、社
区、居家“三位一体”相互依托，满足
区域内老年人的照料、就医、助餐、助
洁等多元化、多层次的医养服务需
求。新标准明确了“全链式”医养结
合管理与服务的管理体系、服务方
式、服务流程、服务要求、安全保障、评
价与改进，适用于三级或二级医疗机
构、养老机构、社区，使得医养结合服
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并且新标准
通过整合医疗与养老资源，畅通医养
结合双向流转通道，使老年人安心养
老有“医”靠。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陶然）快递
小哥、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因劳动报酬、奖惩、
休息、职业伤害等产生劳动纠纷，可
以选择一站式调解，来维护自身劳
动保障权益。9月19日，记者从省人
社厅获悉，该厅和省高法、司法厅、
总工会等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加强
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
作的通知》，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纠
纷高效便捷一体化解。

一站式调解中心工作人员要由
设立单位安排人员派驻、轮驻，也可
以吸收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员、劳动
关系协调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
劳动保障监察员、劳动保障法律监
督员和律师、专家学者、党员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参与工作，调解员不少
于 3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一站
式调解中心设立仲裁院派出庭、人
民法院巡回法庭、法律援助站，开展
现场立案办案、调解协议仲裁审查、
司法确认等工作。

一站式调解中心应依法依规受

理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
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
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
企业和用工合作企业之间因劳动报
酬、奖惩、休息、职业伤害等劳动纠
纷提出的调解申请。

调解申请可以通过线上、线下
等途径提出，要落实首问负责制，来
访来电接待人员为第一责任人。调
解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日内结束，
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延
长，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 15日。对
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一站式
调解中心或者开展联合调解工作的
调解组织制作调解协议书，并督促
双方当事人及时履行协议；对不能
履行协议且符合申请条件的，分类
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仲裁审查或司
法确认。

根据要求，各省辖市（示范区、
航空港区）级一站式调解中心要于
2024年 10月底前建立并展开工作。
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有序推进县
（市、区）一站式调解中心建设。

支持各地立足人口分布、自然
状况、社会经济因素等基本条件，
有效利用商圈、街区、景区、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
等载体的承载力、带动力，创新融
入戏曲文化、武术文化、古都文化、
根亲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
探索各具特色的夜经济发展路径、
发展模式，力争 3年内形成利市便
民、聚散合理、昼夜协同的夜经济

发展空间布局，推动全省夜经济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

鼓励各地挖掘夜间消费潜能，
推动餐饮、商贸、文娱、旅游、体育
等消费业态集聚集约发展，继续开
展省级夜经济集聚区认定，支持省
级夜经济集聚区改造升级。

鼓励发展夜间文旅演艺、24小
时书店、深夜食堂、特色夜市、夜间
健身等新兴业态。鼓励开展夜间主

题音乐节、戏剧表演、艺术展览、体
育赛事等跨界活动。加快消费场所
智能终端设施建设，鼓励各类经营
主体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拓展夜
间直播消费、“云消费”模式，推动线
上线下消费融合互补。

做好认定“全省十佳消费新场
景”、推荐“全国百佳消费新场景”
工作，持续总结推广一批消费新场
景建设典型经验。

完善夜经济发展空间布局

挖掘夜间消费潜能、鼓励新兴业态、拓展就业渠道

“豫夜豫美”我省加码发力夜经济

探索“豫字号”养老模式
“全链式”医养结合有了新标准
11月25日启动实施

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带货主播
遇到劳动纠纷可一站式调解

夜经济已成为创新业态、培育市场、助力就业、扩大消费的新
引擎。9月19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印发《关于促进
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引导我省夜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夜间消费需求。

如意·龙湖城市水上夜游特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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