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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
会老，养老服务关乎每一个
人，也是民政事业发展的重
点之一。

尚英照介绍，目前，我省
为全省80周岁以上老年人
每人每月发放50至500元
不等的高龄津贴，惠及全省
226万老年人，2019年下拨
中央和省级资金4.8亿元支
持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下达中央和省级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资金9.4亿元专项用
于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年底前，全省将新建
1000多个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全省各类养老机
构和设施达1.4万个。

此外，我省还在积极打
造“15分钟城市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圈”。

“我省大力发展智慧养

老模式，在城市社区广泛开
展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
助行等多样化养老服务，目
前全省已建成居家养老服务
信息平台63个，服务入网老
人340多万。对全省1924
所农村敬老院实施安全、清
洁、温暖、文化、医疗康复‘五
项工程’，支持农村幸福院等
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尚
英照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龚丰硕

12月26日，《中国民办教育
通史》《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
（2019）》新书发布会暨民办教育
发展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
行。来自河南省社科联、中共河
南省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省
教育厅、市教育局的领导以及黄

河科技学院校领导，兄弟院校的
科研管理人员等50余人共同见
证了新书发布以及黄河科技学
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揭牌。

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
表示，《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
（蓝皮书）》是全国第一个由社科
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省级民办教
育蓝皮书，到今年已经出版了三

本。被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王佐
书会长誉为“开了民办教育发展
的一个先河”，填补了国内省级
民办教育蓝皮书的空白。《中国
民办教育通史》主编、黄河科技
学院董事长胡大白教授指出，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是黄河科
技学院重塑民办教育文化自信、
追求民办教育文化自觉研究的

结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

编辑蔡继辉在讲话中指出，此
次发布的《河南民办教育发展
报告（2019）》，对 2018～2019
学年河南民办教育的规模现
状进行了扫描、梳理和概括，
展示了河南民办教育在全国
民办教育以及河南全省教育中

的分量。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专委

副理事长李维民教授认为，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的出版，
弥补了之前研究的缺陷，具有
较大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
教育价值，必将对今后的民办
教育研究产生积极和重要的
影响。②

惠民“大礼包”来了！
明年起，河南城乡低保标准再提档

▶民政事无小事，民政事显担当。12月27日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明年起，我省城乡低保标准再提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
57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4260元，2020年还将有更多惠
民“大礼包”，持续增强民众幸福感、获得感。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付雨涵

低保户、特困户、孤儿、
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最需要政府关心和社会
帮助。

据统计，我省现有城市
低保对象45万、农村低保对
象269万，低保对象人数位
居全国第二；特困供养人员
50万人，占全国特困人员的
十分之一；领取“两项补贴”
的贫困残疾人和重度残疾
人200余万人，另有农村留
守儿童近70万人，困境儿童
16万人，孤儿近2万人，每

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近6万
人，兜底保障任务艰巨。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
下，我省不断加大兜底保障
的资金投入。“2019年下拨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100.5 亿元，艾滋病患者和
受艾滋病影响人员生活定
量补助资金1.18亿元，残疾
人‘两项补贴’资金 7.6 亿
元，全省农村低保年人均保
障标准从 2016 年的 2900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3860

元，增幅33%；农村低保月
人均补助水平由2016年的
127 元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166 元，增幅 31%；特困人
员生活年供养标准按照不
低于低保标准的 1.3 倍提
高。社会散居和机构养育
孤儿每人每月最低补贴分
别由 700 元、1100 元提高
至 950 元、1350 元，并首
次将孤儿保障范围扩展到
高中以上学历在校生。”河
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尚英照
介绍。

亮眼成绩的背后，也有
问题，比如：社会救助水平
偏低，社区治理的社会化、
专业化水平不高，养老服务
有效供给有待增加，社会组
织监管力量薄弱等。

为持续织密扎牢兜底
保障安全网，推进民政事业
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惠民礼
包出炉。

“ 目前 ，我省已下达
2020年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77.13亿元，统筹用于低保、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
助、孤儿等基本生活保障及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支
出。”尚英照说，从2020年1
月1日起，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不低
于57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每人每年不低

于 4260 元，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
不低于286元，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水
平不低于 178 元。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
地低保标准的1.3倍。提标
后，2020 年的农村低保标
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分别较
2019 年 增 长 10.4% 和
7.2%。

同时，要完善农村低保
制度，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
业帮助脱贫的家庭纳入农
村低保范围；对于生活困
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
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
人，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
人户纳入低保范围。对于

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
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
者等特殊困难人群，采取增
发低保金等多种措施提高
救助水平。要加快推进深
度贫困地区农村特困人员
供养服务机构建设和设施
改造，提升机构托底保障能
力和服务质量，逐步提高生
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率。落实残疾人福利
保障政策，将深度贫困地区
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福康
工程”实施范围。进一步健
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
和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支
持贫困地区优化行政区划
设置，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对
贫困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我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标准

打造“15分钟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

“惠民大礼包”持续织密兜底保障安全网

《中国民办教育通史》《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2019）》新书发布会举行

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之一便是控尘，为了给城市

“消尘”，郑州市对各建筑施
工现场黄土裸露等提出了
严格要求。近日，记者在采
访时发现，京港澳高速双湖
大道互通式立交工程匝道
和双湖大道东延工程，均存
在大量黄土裸露的情况。

12月26日，记者就京
港澳高速双湖大道互通式
立交工程匝道内大片黄土裸
露未覆盖的情况，向中铁十
五局集团城市建设公司负责
该项目建设的相关负责人
求证，但其表示，目前他们负
责的施工工程主体已经结束
并交工，匝道内的这些土堆

是此前在施工时候临时堆积
的，之前都按照要求进行了
防尘网的覆盖，可能一部分
是因为时间长烂掉了。

与此同时，记者也将双
湖大道东延工程施工现场
存在大量黄土裸露的情况，
向中建七局负责该道路施
工的一位冯姓负责人进行
了反映，该负责人表示，他
们在负责施工的标段对裸
露黄土都进行了有效覆盖，
不存在黄土裸露的情况。

对于记者现场采访时
发现的两个重点工程项目
存在的大片黄土裸露情况，
上述相关负责人均称不归
他们管。

俩重点工程项目大片黄土裸露
负责人均称不归他们管

郑州俩工地大片黄土裸露
本报报道后两责任单位进行整改

近段时间以来，郑州市遭遇重污染天气侵袭，连续实
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12 月 25 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京港澳高速双湖大道互通立交匝道内侧和正在建设
中的双湖大道东延工程施工现场，都存在大片黄土裸露
无覆盖的情况。对此，12月26日，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进
行了报道。记者12月27日获悉，报道发出后，在相关部
门的监督下，两个项目施工方正对黄土裸露部门加强覆
盖。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

就采访中了解到的情
况，12月26日，东方今报·
猛犸新闻进行了报道。记
者了解到，报道发出后受到
了郑州市相关领导的关注，
当晚相关部门便要求上述
两个存在大片黄土裸露的
工地进行整改。

12月27日下午，记者
联系到了中铁十五局集团
城建公司郑州京港澳高速
项目的负责人，其告诉记
者，12月 26日晚，他们便
安排了工作人员购置土工
布，12月27日早上6点开
始，便安排了近40名工人
到现场进行覆盖，全天都
在进行这项工作。“此次对
裸露黄土覆盖共使用了
200余卷土工布。这次也

是我们大意了，之前交工
后，因为匝道圈内不好进，
以前覆盖的一些防尘网可
能因为时间长了沤烂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
一直在督促着他们进行整
改。”郑港办事处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12月27日
一早，办事处方面就安排
工作人员现场督促中铁十
五局和中建七局方面对存
在的裸露黄土进行覆盖。

“我们也加强了排查，对其
他新发现的黄土裸露部
分，也要求他们加强了覆
盖，明天我们会继续安排
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工地
进行排查，发现有黄土裸
露的会督促相关责任单位
进行覆盖。”

报道发出后俩项目被要求立即整改
裸露黄土已进行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