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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
关情。

在郑州这座有着千万
余常住人口的全国特大城
市，每时每刻都在涌动着
各种各样的民生诉求。如
何让海量民生诉求不悬
空、不迟滞？让民众多喜
乐长安宁？

2022 年以来，郑州通
过深入调研、广泛论证、试
点先行，以党建引领基层
高效能治理为重点，逐渐
展开、次第推进，按照省委
提出的“党建+网格+大数
据”模式，进一步推进“五
基四化”，先后举行10次现
场观摩会总结提升、深化
推进，构筑起一核统多元、
一格管全面、一屏观全域、
一网揽全局、一线通上下、
一键全处理、一融助创新、
一法促善治、一制保安全

“九个一”党建引领网格化
治理新体系。

按照“规模均衡适度、
任务能力匹配”原则，全市
划分为 7764个社区网格、
47010 个 社 区 微 网 格 、
11356 个农村网格，在交
通枢纽、学校医院、商圈市
场等人员密集、人口流动
频繁的重点区域，创新设
立 4707个专属网格，让网
格成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
桥梁、解决民生难题的前
沿阵地。

在郑州，群众的每一件

小事，都是网格里的大事。
就业陷入困境，新密

市袁庄乡靳沟村网格员上
报乡城运中心，多方协作
为其找到工作，“失业愁
容”绽放“就业笑颜”。

停车难题困扰，金水区
下沉干部张泽龙协同停管
中心盘活老旧小区边角地，
新建122个智能车位，“纠纷
频发”焕新“秩序井然”。

路面塌陷藏隐患，上
街区中心路街道吉祥街社
区网格长第一时间上报。
城运中心快速响应，联合
多部门3天完成修复，消除
安全威胁，将“出行险路”
变成“平安坦途”……

在 2024 年“世界智慧
城市大奖·中国”评选中，郑
州荣获城市类别奖项——
治理大奖，为世界智慧城
市建设、特大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了“郑州方案”。

从教育公平到老幼安
康，从就业创业到城市善
治，郑州正以民生“温度”标
注幸福“刻度”，用实实在在
的举措诠释着“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初心，也为新时代
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郑州
样本”。未来，郑州将继续
以“赶考”姿态，书写更有质
感的民生答卷。
本报记者 杨丽萍 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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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暖心、就业赋能、医疗宽心……

郑州民生答卷有温度更有厚度
习近平总书记

在 河 南 考 察 时 强
调，着力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治理。

从就业创业的
活力迸发到家门口
的“幸福课堂”，从
兜底保障的温情服
务到智慧化的“城
市大脑”，郑州正以
一系列扎实举措织
密民生保障网、构
建治理新格局，书
写着“人民至上”的
生动答卷。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
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近年
来，郑州持续加快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特别
是将老年助餐工作作为服务
关爱老年人、增进老年人福
祉的关键环节。

走进新郑市具茨山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大厅内干
净整洁、宽敞明亮，整齐的
适老化桌椅、电视机、书柜
等设施一应俱全，每周食谱
以及价格标准张贴上墙，舒
适又温馨。

今年以来，郑州统筹推
进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
施，利用现有设施、闲置资
源，启动改、扩建一批养老服
务综合体，每个城区建成1~2
家助餐服务示范点；着力补
齐农村养老设施短板，陆续
推进30家乡镇敬老院转型为
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成

50个村级示范性老年助餐服
务站点，60个村级标准化养
老服务站点。

“全国通办业务的开通
方便太多了，并且领证时间
只花了4分钟，为你们的高效
率服务点赞。”5 月 20 日，来
自新疆的努尔艾力先生在管
城回族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说道。

“5·20”前夕，金水区民
政局早早就全面部署，制定
各类情况应急预案；5 月 20
日当天，一场以“爱在二七·
双向奔赴”为主题的集体颁
证仪式在二七区杉杉奥特莱
斯二七店温情启幕。

今年 5 月 10 日，新修订
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
施，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
办”。新政策实施后，郑州市
婚姻登记预约量激增。今年

“5·20”，郑州市共为 2374对

新人办理婚姻登记。
在社会救助上，郑州市

积极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和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提高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能力。

2024年7月1日开始，全
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
调 整 提 高 为 每 人 每 月 760
元。其中，人均耕地 0.3 亩
(不含)以下的低保家庭，其
低 保 标 准 按 照 新 标 准 的
100%核定为每人每月 760
元 ，对 人 均 月 收 入 达 不 到
760元的家庭按照“缺多少、
补 多 少 ”原 则 实 行 差 额 救
助；人均耕地 0.3亩(含)以上
的低保家庭，其低保标准按
照新标准的 70%核定为每
人每月 532 元，根据家庭成
员的劳动能力和家庭经济
状况分为A、B、C三类，分别
按核定低保标准的 100%、
80%、60%发放低保金。

“我今年刚刚毕业，特别
希望能在郑州找到专业对口
的工作。这座城市充满机
遇，我想在这里开启职业生
涯新篇章。”5月底，郑州科技
学院大四毕业生晨曦带着十
几份简历，早早抵达郑东新
区中原龙子湖，言语间满是
对这座城市的向往。

当天，2025 年郑州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在郑州市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青年人才
市场与中国·郑州人力资源
市场同步启动招聘活动，汇
聚于此的还有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医疗机构及国企等
上百家优质企业，以及来自
各行各业的数千名求职者。
一场人才与企业双向奔赴的
盛会火热开启。

在郑州人力资源市场招
聘会现场，线下招聘成果斐
然：201 家单位携 534 个职

位、5565个岗位需求亮相，吸
引 2641名求职者入场洽谈，
最终达成就业意向人数高达
665人。此外，直播带岗环节
同步发力，117分钟直播吸引
12.68万余人观看。

同时，已于 5 月 19 日至
30 日同步开展的网络招聘
会上，56 家单位发布 146 个
职位、2041 个岗位需求，实
现“线上+线下”招聘模式
全覆盖。

数据背后，是郑州就业市
场人才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截至 5 月 31 日，全市各
招才引智成员单位共开展各
类引才活动 129 场（线上 41
场、线下 88场），提供就业岗
位 378092个，达成就业意向
83801人；共引进各类重点人
才 112406人，其中领军人才
19人、博士研究生 478人、硕
士研究生 4699 人、本科生

35395人、专科及其他 71815
人。引进人才项目 19个，其
中人才（创新创业）团队项目
1 个、大院名所项目 1 个、高
科技头部企业项目2个、省内
外研发机构项目1个，其他项
目 14 个，投资总金额 158.47
亿元。

作为推动人力资源优
化配置的重要平台，郑州市
人社局为人才与企业搭建
高效对接桥梁，以更多实际
举措为郑州就业市场注入
强劲动能。

截至 6 月 25 日，全市各
级人社部门组织线上线下招
聘会395场，参加企业3.11万
家，达成就业意向 15.88 万
人。1月至 5月，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 7.20 万人，完成年度
目 标 任 务 12.81 万 人 的
56.24%，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1.84万人。

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
中，医疗和教育是家家户
户绕不开的民生话题。群
众就医看病难不难？孩子
上学方不方便？城市变
化，见微知著。

先看病、后付费，办住
院、免押金……如今，在郑
州就医，方便高效的支付场
景正在成为常态。通过“信
用就医”，群众可以实现“看
病缴费免排队、住院办理免
押金、出院回家免结算”。

“上个月我父亲因为
意外跌倒紧急手术需要住
院治疗，我刚好在外地出差
赶不回来，母亲年迈无力照
料。郑州九院提供的无陪
护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
方便。”市民封先生坦言，父
亲住院的日子里，从帮患者
订餐、取餐、喂饭、喂药、清
理大小便、陪检等，平时由
家属做的均可由专业的健
康照护师完成，为一家人解
决了大难题。

事实上，这些就医的
“关键小事”，从“烦心事”
逐步变成“宽心事”。

近年来，郑州市以改
善就医环境、优化诊疗秩
序、提高医疗质量为重点，
深入实施改善群众就医体
验行动，“日间手术”“会诊
转诊一站式”“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等多项便民惠民
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

崭新的教学楼、高标
准报告厅、完善的体育运动
设施……今年秋季即将开
学投入使用的管城区创新
街小学文兴路校区，在规划
建设及硬件设施配备上，都
是“高颜值、高质量、高配
置”。而这只是郑州市持续
优化教育资源的一个缩影。

学前教育从“幼有所
育”迈向“幼有善育”。义务
教育从“有学上”走向“上好
学”。统计显示，2024年，
全市新建、投用中小学（幼
儿园）48所，新增学位 4.25
万个。2025年，我市将继
续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
准化建设，计划新建、改扩
建 16所中小学，增加 2.07
万个优质学位。

医疗教育“烦心事”变“宽心事”

社会治理 绘就幸福新画卷

就业赋能 激活城市发展内生动力

民政暖心 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昨日，南阳新村办事处开展“健康义诊进社区”公益惠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