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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解读】

▶▶2020这些改变
看得见、摸得着
关键词1：脱贫攻坚交答卷

全省剩余35.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

关键词2：粮食产量创新高
新建高标准农田660万亩，粮食产量

达到1365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关键词3：实体经济降成本
全年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超过1500亿

元，其中减税降费近800亿元。

关键词4：延揽人才施妙招
新遴选中原英才计划高层次人才205

人，建设“中原学者工作站”30家，组织开展
招才引智专项行动，延揽各类人才3.9万人。

关键词5：住有所居补短板
深入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加快补齐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改造老旧小区76
万户，基本建成棚改安置房24.8万套。

关键词6：污染防控出成效
全省PM2.5、PM10年均浓度同比分

别下降11.9%和13.5%，优良天数增加52
天、增幅全国第一。

关键词7：企业开办加速度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全省政务服务事

项基本实现网上可办，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至两个工作日以内，全面开展营商环境评
价，“放管服”改革跑出河南加速度。

关键词8：民生实事保支出
在财政收支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

坚决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把节省的资
金重点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基层运
转，各级财政民生支出达7957.6亿元，重
点民生实事全面完成。

关键词9：社会保障提高大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月人均提高143.5元，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08元。
330万城乡低保对象、50万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关键词10：就业稳定人人夸
帮助1373万农民工返岗复工，多渠道

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
体稳定。新增城镇就业122.6万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45.8万人，高校毕业生实
现就业60.7万人。

2020，河南交出“硬核”答卷

2021，河南要干这些民生实事
1月18日上午，河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省人
民会堂隆重开幕，省人民政府省长
尹弘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面对疫情冲击、肩扛
脱贫攻坚重担，河南上下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取得了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的成绩。

2021年，我省又打算怎么干?
很多民生实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
找到了答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高冬丽
记者 宋迎迎 肖萌

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5万家企业上云

我省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跨行业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产业园
区数字化改造，再推进5万家企
业上云，选树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带动上下游企业向网络化、数字
化、智能化方向梯次演进。

培育壮大“幸福产业”
今年，我省将深入开展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
试点，培育30家服务型制造示范
企业(平台)，创建5家省级以上工
业设计中心等。引导鼓励更多社
会资本进入生活性服务业，培育
壮大家政、育幼、养老、健康、旅游
等“幸福产业”。

新建5G基站5万个
2021年，我省将在产业、交

通、能源等 9 大领域接续实施
8000个左右的重大项目，力争年
度完成投资2万亿元。加快建设
新一代信息网络和一体化融合基
础设施，新建5G基站5万个，加
快实施省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开
工建设京雄商高铁雄安新区至商
丘段、郑州枢纽小李庄站，力争开
工京港台高铁阜阳经信阳至黄冈
段、呼南高铁焦作经洛阳到平顶
山段，积极推进平漯周高铁项目
前期工作。

完善“互联网 消费”
2021年，我省将完善落实新

能源汽车购置、家电更新等政策，
促进商品消费潜力释放。培育发
展新兴消费业态，完善“互联网
消费”生态体系，积极推进网络零
售、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线上消
费，鼓励发展首店经济、小店经济
等业态模式。

▶▶2021年 河南打算这样干！

◎新开工棚改安置房10万
套、基本建成13万套。

◎免费开展农村适龄妇女、
纳入城市低保适龄妇女宫颈癌、
乳腺癌筛查和出生缺陷产前筛
查、新生儿疾病筛查。

◎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全年救助不少于1.9万人，基本
实现有需求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完成改造不少于50万户。

◎提高 5G 网络覆盖面，加
快推进5G重点场景应用，实现
乡镇、农村热点区域全覆盖。

◎提升移动政务服务能力，
逐步实现各地各部门移动端应
用在“豫事办”汇聚。

◎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板，

为农村学校招聘特岗教师1.5万
名，完工或交付使用农村教师周
转宿舍7000套。

◎持续实施全民技能振兴
工程，完成职业技能培训300万
人次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40 万人，新增返乡下乡创业
15万人。

这些民生事已安排

2021年我省GDP
增长预期目标：7%

2021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7%以
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左
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3%左右，居民收入稳步
增长。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城
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粮
食产量保持在1300亿斤以上。

2021年，我省将强化两大都
市圈引领作用。支持郑州加快高
水平对外开放和高品质城市建设，
增强国家中心城市引擎功能。突
出抓好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新兴产业培育，加快智能终端、生
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建设。

探索设立郑开同城化示范
区，深入推进郑新、郑焦、郑许一
体化发展，推进构建“轨道上的都

市圈”，引导产业在都市圈节点城
市合理布局、错位发展，不断扩大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覆盖
面。支持洛阳发挥制造业和科技
等比较优势，壮大装备制造、新材
料等产业，增强产业创新、交通枢
纽、人文交流等副中心城市功
能。推进洛济高端石化等产业带
建设，促进洛阳与平顶山、三门
峡、焦作联动发展。

探索设立郑开同城化示范区 构建“轨道上的都市圈”

我省将积极扩充高端优质医
疗资源，加快完善儿童、心血管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功能，争取呼吸
等专科纳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第
二批建设试点。

推进15个省医学中心和60
个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每个县
建设一个县域医疗中心。新增

20所县级综合医院、8所县级中
医院达到三级医院水平，600所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实
施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提升工
程，加快建设26个省级中医专科
诊疗中心。倡导全民健身，持续
打造15分钟健身圈。

持续打造15分钟健身圈

2021年，我省将推进区域协
同发展。全面启动郑洛西高质量
发展合作带建设，探索晋陕豫毗
邻地区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机
制。支持南阳发挥生态和文化优
势，深度融入淮河、汉江生态经济
带建设。编制实施大别山革命老
区新一轮振兴发展规划和红色旅

游规划，支持信阳、驻马店发展高
效生态经济。支持商丘强化东向
开放，推进周口新兴临港经济城
市、漯河国际食品名城建设，对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安阳、
鹤壁、濮阳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大力承接先进制造、现
代物流等产业转移。

全面启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

2021年，我省将落实五年过
渡期内“四个不摘”要求，保持主
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加强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预警，促进脱贫人
口稳定就业，发展壮大脱贫地区
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做好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和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工作，分层分类做好农村低
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救助，坚决
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推动
脱贫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快赶
上来。

加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

按照黄河流域中游“治山”、下
游“治滩”、受水区“织网”的思路，分
区分段、因地制宜推进流域生态建

设。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率先实现郑汴洛段全线开通。

率先实现郑汴洛段沿黄生态廊道全线开通

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做
好“双一流”建设国家评估验收，
加强特色骨干大学和特色骨干学
科建设，引导高校针对十大新兴

产业链加快学科培育和专业优化
布局。启动智慧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造就更多适应产业升级换代
的人才。

支持郑大、河大做好“双一流”建设国家评估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