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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鹤琦
通讯员 王晓勇 王 黎

成功申办全国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
信息化试点，民政综合管理系统建设全
面启动；城乡低保、“五保”供养、优抚
补助、义务兵优待金、孤儿养育等群体
保障标准逐年提高，较“十一五”时期
翻了近一番；全市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
床位30.5张，比“十一五”时期翻了一
番……这是一串坚实的为民足迹，也是
一张浸透漯河民政人汗水的亮眼成绩单。

一枝一叶总关情，扶困救危促和
谐。市六次党代会以来，市民政局肩负

“安民立政”的使命，紧紧围绕“以民为
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时代主题，
在工作方法上求创新、在工作内容上求
突破、在服务质量上求提升，着力打造
项目民政、品牌民政、创新民政、和谐
民政，民政工作成效显著，快速步入全
省民政工作前列，让惠民阳光照进沙澧
大地大街小巷，温暖千万沙澧百姓。

养老服务：大笔描绘最美夕阳红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市六次
党代会以来，市民政局深化全国养老服
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暨养老服务业发展攻
坚，创新思路、创新机制、创新政策、
创新服务、创新举措，努力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五年来，全市累计投入政府资金
1513万元，资助90所乡（镇）敬老院改
（扩） 建，全市星级敬老院达10家，农
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床位达6500多

张；市社会福利中心、昌建养老园、万
安老年护理中心相继开工建设，市养老
产业园 300 多亩土地征用完毕，年底前
将全面建设……五年中，全市新建社会
办养老机构5家、在建6家，社会办养老
机构达到20家，床位达到2190张，全市
养老床位总数突破1万张；实施养老服
务机构建设和运营补贴，对新建社会养
老床位每张床一次性补贴3000元，按照
入住老人护理状况每月每人分别给予护
理补贴60元、80元、100元； 12349居
家养老信息服务呼叫网络开通运行；启
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幸福院建
设，共建成农村幸福院近 500 个，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9个。

社会救助：精心编织民生保障网

民生保障是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要素之一，低保救助也被形象地比喻为
民生保障“兜底网”。五年来，全市社会
救助体系日臻完善，各级政府投入民政
的资金翻了一番。

“十二五”时期，我市圆满完成城
乡低保和农村“五保”提标任务。其
中，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月450元、每年2640元，比“十
一五”末提高114.3%、120%；城乡低保
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到225元、115
元，比“十一五”末分别增长 45.2%、
64.3%；市政府为“五保”老人每人每年
增加补贴 365 元的政策已成常态，农村

“五保”集中、分散供养标准达到 4365
元、3365元，比“十一五”末分别增长

108.3%、163.8%；市区“三无”人员全
部实行集中供养。首次建立全市社会救
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出台社会救助实
施办法和临时救助制度，建立“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机制；持续开展防灾减
灾宣传，完成市、县、乡、村四级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制订，每年投入 100
万元新购救灾物资，我市两个社区被评
为国家级减灾示范社区。农村受灾群众
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得到落实。整合
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灾害救助和慈善
救助资源，每年集中3个月开展“暖冬
行动”，对流浪乞讨人员真情救助、主动
救助，确保了流浪乞讨人员、困难群众
的基本生活。

福利慈善：聚力传递温暖正能量

孤 寡 老 人 、 困 境 儿 童 、 残 障 人
士……情系困难群众冷暖安危，市民政
局整合资源，夯实福利慈善平台，汇聚
更多爱心资源参与扶贫济困，传递温暖
正能量。

我市建成召陵区福利中心、舞阳县
福利中心，筹建临颍县福利中心；争取
到全国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
点，三区两县纳入全国“百县千村”儿
童福利工程范围，符合条件的 1303 名
困境儿童全部纳入保障范围，1100名孤
儿福利政策全部落实到位；全面改善艾
滋病孤儿“阳光家庭”条件；创新开展
脑瘫儿康复训练工作，康复有效率达
92%；新登记慈善爱心基金 70 支 833.3
万元，（下转2版）

情系民生书华章 继往开来谱新篇
——我市民政事业五年发展综述

■见习记者 李文姣
均衡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核

心，也是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教育
话题。均衡教育关系到家家户户，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基础教育发
展的重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
创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区为抓
手，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改造城乡薄
弱学校，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年
攻坚计划。

目前，临颍县、舞阳县、郾城
区、源汇区 4 个县区已经通过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国家认定工作，通过率达
80%，全省领先。今年 5 月，召陵区
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省级验收，下半年通过国家认定
后，我市所有县区将率先在全省通过
国家认定工作。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受到徐济超
副省长批示表扬，被中国教育学会确
定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改
实验区，市教育局被评为全省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著单位，源汇
区、临颍县、郾城区相继被评为全省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区，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工作被评为群众最满意的民
生实事。

全力以赴 改善办学条件

为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2013 年，漯河市制订出台 《漯河
市关于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年攻

坚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三年攻坚
计划》），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再
动员、再部署，树立典型、示范带
动，高树目标、强力推进。市政府设
立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专项奖励
资金，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攻坚先进
县区进行专项奖励。市政府教育督导
室详细制订了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攻
坚先进县区评估细则与奖惩办法》，建
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体系，对
攻坚计划实行台账式管理和月报制度。

三年来，全市投入数亿元，积极
配备实验仪器、图书、信息化设备
等，全面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
2015 年年底，全市规划达标的 586 所
中小学办学条件通过市级验收，圆满
完成市政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年攻
坚计划任务。2013 年以来，累计投入
3 亿多元，相继实施农村中小学校舍
维修改造工程、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
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
程，改造校舍 23 万平方米，消除危
房 6.5 万平方米，为 400 多所学校配
备图书、教学实验仪器和体、音、美
器材；强化教育信息化建设，完成
130 多所校园网通过光纤与漯河教育
信息中心相连工作，投资 5000 余万
元，在全市配备多媒体 2800 多套，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数字化校园工
程。经过全市强力攻坚，我市义务教
育办学条件得到不断完善。

整合优化 共享教育资源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学
校布局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
求，整合教育资源，优化学校布局势
在必行。为此，市教育局在市直初中
试行了名校带弱校教育均衡化改革，
实现结对学校之间理念共享、资源共
享、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2013 年，市教育局印发 《市直中
小学试行教育均衡化改革的通知》，实
行结对帮扶试点，初步探索建立校级
领导干部与教师交流机制。2014 年 5
月，漯河市教育局出台 《漯河市化解
城区义务教育大班额方案》，对创新管
理体制，深化校长、教师交流机制进
行部署。建立中小学校级干部合理流
动机制，通过强校输出、多岗锻炼、
任期轮岗等方式，统一调配优质学校
校级干部到薄弱学校双向交流任职，
带动提升薄弱学校管理水平。完善教
师统一管理、定期交流机制，建立市
直初中对口组团交流制度，对口学校
交流团队需涵盖一个年级的主要学
科，且能满足一个教学班的教育教学
需求，交流时间为3年。

2015年10月，漯河市政府常务会
议通过中心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调整整
合方案，将市八中和市实验中学合
并，在漯河五高南校区设立初中部，
将西城区新建小学划归市实验小学。
目前，市实验中学东校区、漯河五高
初中部、市实验小学西城学校相继招
生开学。中心城区学校调整整合，进
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丰富优质教
育资源，（下转2版）

创建优质教育 促进均衡发展
——“全面提升育人水平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李丽娟
过去的五年，是漯河经济社会发生深

刻变化的五年，也是全市上下激情跨越、
倾情书写华章的五年。

五年来，我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
合实力提升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生
态建设成效最好、改革开放活力最强、人
民群众实惠最多。

回眸走过的五年，我们步履艰辛，但
豪情满怀；我们拼搏奋进，逐梦前行。

发展新局面：经济运行稳中
有进，进中有快，快中向好，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这五年，是漯河聚力提速发展、综合
实力更加增强的五年；是漯河加大投资力
度、发展基础更加夯实的五年。

一组组经济发展的成绩摆在眼前：
——全市生产总值接近千亿元，是

“十一五”末的 1.5 倍；人均生产总值由
“十一五”末的2.7万元提高到3.8万元。

——财政总收入突破120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超过 68 亿元，分别比“十一
五”末增加 65 亿元和 42.2 亿元，分别是

“十一五”末的2.2倍和2.6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到26.3%，比“十一五”末提高7
个百分点。

——全市税收超亿元企业10家、超千
万元企业96家，分别比“十一五”末增加
5家和61家。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 3400 亿
元，是“十一五”期间的2.6倍。

回眸这五年，加快转型升级、优化产
业结构这条主线贯穿始终：

——从工业看，新型工业化加速推
进。食品、化工等主导产业提质增效，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过去的五年，新培育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 33 家，新增省级创新型企业 15 家，
新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个。专利申
请量达到3690件，是“十一五”时期的2.5
倍。

——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稳步推
进。我市成功申请创办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建高标准粮田
106.5 万亩。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2841 个、
家庭农场376家。蔬菜种植面积突破100万
亩。新发展有效灌溉面积 43.5 万亩。全市
综合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8%，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
成投用，市区和临颍、舞阳两个县城已供
上丹江口饮用水。成功创建6个国家级生态

示范村、15个省级生态示范乡镇、139个农
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从服务业看，现代服务业蓬勃发
展。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经济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使其成为拉动经济回升的主
要力量，为我市经济稳增长、保态势做出
了重要贡献。2015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
值261.5亿元，增长10.8%，这是2008年以
来首次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从新兴产业看，新兴产业方兴未
艾。大数据信息产业初见成效，大健康医
药产业快速发展，新型建筑建材业加快发
展，新能源产业稳步发展。

城乡新变化：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城乡环境更加优美，村镇
建设欣欣向荣

这五年，是漯河加强规划建设、城乡
变化更加显著的五年；是漯河强化保护治
理、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的五年。

“城市变大了，城乡变美了，环境变

优了。”这是漯河市民最直观的感受。走进
城市，商贸繁荣，大街小巷整洁有序；走
进乡村，一排排白墙灰瓦的民居格外惹
眼，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一样空气清
新，天蓝地绿……一个山水田园型、绿色
生态型、宜居宜游型、开放创新型、历史
文化型的“五型”城市，正渐行渐近。

看城市，新建、改造了124条道路、7
座沙澧河大桥和一批供气、供热、供水、
排水、环卫等设施，市区背街小巷改造全
面完成，老旧小区全部整治，旱厕全面消
除，全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40万吨，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8%以上。城市旧城区、
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稳步推进，累计
完成房屋征收600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安置
房260万平方米。

看村镇，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力度大、效果好，多数村庄卫生状况显著
改善。新建、改造农村公路1263公里，新
解决 98.2 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新建
户用沼气池28.5万户。改造农村危房3.2万
户。乡 （镇）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改 （扩）
建等一大批项目建成投用。（下转2版）

拼搏奋进 逐梦前行
——喜迎市七次党代会系列报道之经济社会发展篇

图为蓬勃发展的东城产业集聚区。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丽娟) 9 月 24 日
下 午 ， 市 委 副 书 记 王 勇 带 领 市 工
信 、 城 建 、 环 保 、 交 通 等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 深 入 源 汇 区 、 召 陵
区 ， 实 地 调 研 我 市 环 保 综 合 整 治
情况。

王勇先后到源汇区空冢郭镇陈
岗 村 ， 召 陵 区 翟 庄 街 道 柳 庄 村 、
龙 塘 村 察 看 “ 小 散 乱 差 ” 企 业 及
五 大 “ 污 染 围 城 ” 综 合 整 治 和 扬
尘 治 理 情 况 ， 并 逐 一 提 出 明 确 整
改要求。

王勇指出，环境保护工作事关
经济发展、事关民生改善，既是一
项 重 要 的 民 生 工 程 ， 也 是 各 级 党
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肩负起的
政治责任。4 月份以来，各县区和
市直有关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部
署，扎实推进，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治理扬尘为主的环保攻坚“一次
战役”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全
市环保攻坚第二次战役动员会召开
以后，各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迅速
行动，强化措施，全面铺开各项专
项 治 理 ， 精 准 治 理 “ 二 次 污 染 ”。
同 时 也 要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治 标 更 要 治 本 ， 是 攻 坚 战
更 是 持 久 战 ， 全 市 上 下 要 进 一 步
增 强 做 好 环 境 保 护 的 责 任 感 和 紧
迫 感 ， 持 续 发 力 、 步 步 为 营 ， 不
断 扩 大 环 保 攻 坚 治 理 成 果 ， 确 保
完 成 大 气 和 水 污 染 防 治 年 度 目 标
任务。

王 勇 强 调 ， 抓 落 实 是 做 好 一
切 工 作 的 关 键 和 唯 一 途 径 ， 坚 决
打 赢 环 保 攻 坚 战 ， 关 键 还 是 要 把
省 、 市 一 系 列 环 保 工 作 决 策 、 部
署 落 到 实 处 。 各 县 区 、 市 直 各 有
关 部 门 要 持 续 开 展 各 类 明 察 暗 访
活 动 ， 摸 清 底 数 ， 建 立 台 账 ， 切
实 解 决 问 题 。 有 关 部 门 要 认 真 研
究 ， 抓 紧 制 定 环 保 标 准 ， 坚 持 疏
堵 结 合 ， 提 高 行 业 集 中 度 ， 加 强
专 业 分 工 协 作 ， 努 力 减 少 各 类 污
染 气 体 排 放 。 要 督 促 企 业 经 营 者
强 化 环 保 意 识 ， 限 期 抓 好 整 改 ，
确 保 合 规 、 合 法 生 产 ， 对 拒 不 整
改 ， 或 者 整 改 敷 衍 了 事 的 企 业 ，
坚决予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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