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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25河南两会·热话题

省人大代表聚焦热点话题

建议大力推广“家政+养老”融合发展新模式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

的。连日来，出席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的郑州代表团代表们用实际行动当
好群众“代言人”，聚焦社会关注热点，
建良言、献良策。一条条意见建议，一
项项针对性举措，努力推动“民生清单”
变成“幸福账单”。

全面推进韧性安全
城市建设是应对当前城
市安全发展形势的客观
要求，也是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
必然要求。政府工作报
告提到，今年我省要开展
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
升行动。

围绕提升我省城市
韧性安全与基层应急能
力，省人大代表任红军建
议，一是抓好顶层设计，
保障全省“一盘棋”。立
足“省—市—县—乡镇
（街道、园区等）”四位一
体的日常安全监管和应
急调度指挥的实际需要，
因地制宜对全省化工园
区、矿山、城市生命线、地
下综合管廊等风险聚集
领域进行数字化改造升
级，绘制各领域风险隐患

“一张图”，建设业务管理
和数据汇聚双向融合的
综合管理平台，提高实时
监测、智能预警、快速处
置等智能化管理水平。
二是创新建设模式，确保
资金投入。吃透、用好国
家政策，鼓励地方积极申
请专项债券，采用“政府
主导、购买服务、市场运
作、社会参与”的建设模
式，统筹解决投资、建设
与运营问题，实现用科技

护航社会经济安全发展
的良性循环。三是深化安
全意识、防灾救灾常识科
普。加大科普防灾救灾常
识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安
全意识，同时通过民众自
主购买安全产品和服务，
减少灾害事故发展。

摊贩管理是城市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规范城市秩序，营造整
洁、有序的市容环境，省
人大代表鲁胜芳认为，相
关部门应结合城市实际，
划分出专门的区域供散
摊游商小贩经营，同时要
求所有在规定区域内经
营的散摊游商小贩配备
专门的垃圾收集容器，并
严 格 遵 守 垃 圾 分 类 规
定。同时建议对所有散
摊游商小贩进行实名登
记，记录其个人信息、经
营品类等，并定期组织散
摊游商小贩参加商品质
量与食品安全知识、法律
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培训
活动，相关部门也应定期
检查摊贩的经营许可证、
商品质量、食品卫生状况
等。鲁胜芳认为，还应引
导散摊游商小贩成立自
治组织，如摊贩协会，由
协会成员自行制定经营
规范和自律公约，实现自
我管理、自我监督。

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
强国之本。代表们一致认
为，一系列务实举措，凸显出
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教育工作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
围绕校园安全、未成年人隐
私与保护、教育资源均衡等
提出建议。

校园安全教育问题一直
以来是校园工作的重中之
重。省人大代表海玲建议，
加强校园周边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学校与相关部门配
合，设置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在上下学时段对学校周边道
路进行交通疏导，加大对违
规停车的处罚力度，改善学
校周边交通状况。加大对学
校周边食品摊贩的检查力
度，严格查处无经营许可证、
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摊贩。学

校要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
动，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意
识。优化治安环境，完善学
校周边的治安监控设施，确
保监控无死角。

如何保护未成年人隐私
也是热点话题之一。省人大
代表王宏认为，要做好校园
内未成年人隐私与权益保
护工作。她建议，学校在处
理学生违纪问题时，要优化
违纪处理流程，对违纪学生
采取“一对一”谈话教育，严
格限制知晓范围。同时规
定 特 定 人 员（如 学 校 管 理
层、班主任、德育老师等）在
履行职责时，才有权查看完
整的处分通告内容，并且建
立查看记录。要加强教育
引 导 作 用 ，除 考 虑 惩 戒 效
果，还要重视对受处分学生

的心理疏导。要设立监督
反 馈 渠 道 ，建 议 在 学 校 官
网、公众号等平台设立投诉
举报入口，鼓励学生、家长
对不合理的违纪处理方式
进行监督反馈。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教
育公平的重要体现。省人大
代表洪开荣建议，加强政策
引导，加大经费投入，科学分
配教育资源，推动基础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上好学”的美好愿
望，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相对稀缺的问题，省人大代
表张凤瑞建议，外引与内培
相结合，加强资源统筹规划，
加大对市属高校投入力度，
支持市属高校做大做强、内
涵式发展，不断壮大我省高
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养老服务事关千家万户，
事关百姓福祉。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今年要提升100家县
级特困供养机构服务水平，实
现1000所乡镇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转型，建成 1000个村级
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一
系列暖心举措为老年人幸福

“加码”，让养老变“享老”。
省人大代表张爱停建议，

大力推广“家政+养老”融合发

展新模式，可概括为“1+N+
20”。“1”指的是建设一个集
多功能、专业化、智慧化为一
体的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或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N”指的
是在社区打造N个嵌入式家
庭养老床位。“20”指的是为
社区老人提供20项标准化家
政服务。

具体而言，就是依托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智慧化养老

信息化平台，把家政服务、社
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功能有
机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
整的养老服务网络。这将进
一步提升社区为老服务和管
理能力，满足老年人零距离、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形
成辐射 15 分钟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圈，打通居家养老服
务“最后一米”。
记者 董艳竹 张昕 李宇航

“家政+养老”融合发展 让养老变“享老”

绘制风险隐患“一张图”
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让教育更优质 让校园更安全

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养老中心 记者 马健 图

校园安全和心理教育备受关注
记者 徐宗福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