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卫生机构达 3799所

卫生技术人员 3.1万人

床位 3.04万张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6.16人

每千人拥有床位数 6.03张

而在建市前，我市只有姚孟、西高皇、井营、

东高皇、李乡宦、大营几个乡村诊所

目前

医疗卫生

2013年建档立卡之初

有 512个贫困村，10.03万户 33.18万贫困人

口，贫困发生率 7.8%

2014年至2018年，我市年均实现减贫 5.36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1.48%

截至今年三季度，全市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 6.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8万人，其
中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0.45 万人，新增转移
农村劳动力 1.6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5%，控制在 4.5%的计划目标以内

就业

减少贫困

截至今年三季度，全市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51.15

万人、200.37万人、44.89 万人、37.42 万人，

16.38万名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范围，实现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开始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

2017年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
部接入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

2016年7月起

●养老迈向全覆盖

2012年7月底

●社会保险制度开始改革
建立健全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工生
育等5项社会保险制

1986年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制图 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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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顶山发展成就巡礼

1986 年，我市开始对社会保险制度进

行改革，逐步将原来依托企业的社会保险

职能分离出来，建立健全了养老、失业、医

疗、工伤、女工生育等 5 项社会保险制。

2012 年 7 月底，我市为全市所有符合条件

的城乡居民发放基本养老金，标志着养老

迈向全覆盖。2015 年，我市建立了城镇居

民大病保险制度，并实现了与省人民医院

等 17 家市外医院转诊即时结算。2016 年

5 月，我市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2016 年 7 月起，我市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部接入省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平台。2017 年，我市城镇居

民开始通过城乡医保信息系统进行就医

登记，原新农合在院病人进行年度结转，

标志着我市开始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建市以来，我市社会保障体系从“无”

到“有”再到“优”，优质的社会保障体系让

百姓获得感实打实。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截至今年

三季度，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51.15 万人、200.37 万

人、44.89 万人、37.42 万人，分别完成全年

计划的 101.81%、100.07%、102.49%、100%。

切实发挥低保兜底保障作用。截至

2018 年底，我市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450元提高到 47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

每年 3210 元提高到 3450 元。城市和农村

低保人均月补助分别提高到262元、154元。

加大社保扶贫力度。今年三季度，全

市 16.38 万名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覆盖范围，实现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今年 8 月 8 日，我市举行电子社保卡

首发仪式，标志着社保卡进入电子化时

代。我市社保卡于 2013 年 10 月开始在全

市推广使用，截至今年 8 月 8 日，已累计制

作发放 420 余万张，实现社保卡待遇发放

人数 36816 人。

从“无”到“有”再到“优”
社会保障增强群众获得感

我市始终把民生放在突出位置，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殷实、更有尊严——

幸福画卷次第开
条条民生新政破浪前行、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项项民生工程如火如荼，幸福画卷次第展开——社保体系日臻完善、医疗卫生阔步前

行、脱贫攻坚不断推进、就业创业突飞猛进。

建市以来，我市在肩挑发展重担的同时，不忘把改革发展成果落脚点放到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上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紧紧

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殷实、更有尊严。

在我省 18 个省辖市中，我市属

于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省辖市，7

个 县（市 、区）有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

2013 年建档立卡之初，全市有 512

个贫困村，10.03 万户 33.18 万贫困

人口，贫困发生率 7.8%。2014 年至

2018 年，年均实现减贫 5.36 万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 1.48%。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市

从产业发展、政策落实等方面打好

“组合拳”，找准脱贫攻坚“最优解”。

产业发展方面，我市围绕特色

种养、特色林果、乡村旅游、现代服

务 、精 深 加 工“ 五 大 业 态 ”精 准 发

力，建设扶贫基地、扶贫车间，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贫困户产业扶

持政策和增收措施全覆盖，产业叠

加度达 2.7，户均综合受益额度达

到 0.92 万元。我市独创的“百亩千

头生态方”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的产

业扶贫模式，被形象地称为“竖在

田间地头的扶贫车间”，全市建成

350条，带贫 17907 人。

教育保障方面，我市实施全面

改薄工程，5 年来，整合投入财政教

育资金 278 亿元，改善了 2297 所中

小学校（教学点）办学条件，新增义

务教育学位 22.53 万个，消除义务

教育超大班额班级 2290 个。落实

全面覆盖贫困家庭学生的保障和

资助政策，贫困县小学、初中净入

学率基本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医 疗 保 障 方 面 ，我 市 建 立 了

“五道医疗保障线”，贫困人口医疗

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93.06%。

住房保障方面，我市实施危房

改造清零行动，完成危房改造 2.53

万户。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改善

方面，建成并投用 2113 个村级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打造农村人

居环境示范村 560 个；完成农村户

厕改造 139129 户。

建市以来，我市始终把就业放

在突出位置，连续出台覆盖范围更

广的促进就业再就业规定，鼓励、引

导全民创业。截至今年三季度，全

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6.4万人，失业

人员再就业 1.8万人，其中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 0.45 万人，分别完成全年

计划的 100.63%、110.43%、121.62%；

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1.65 万人，完

成全年计划的 117.86%；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 2.5%，控制在 4.5%的计划

目标以内。

节用裕民是正道，民心所向是

幸福。这一组组民生数字、这一份

份暖心答卷，都印证着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市的发展轨迹。政之所

兴 在 顺 民 心 ，我 市 将 持 续 贴 近 民

生、直击痛点，把更丰厚的民生账

本、更生动的民生答卷，转化为百

姓心中满满的获得感，谱写温暖的

民生乐章。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打好“组合拳”找准“最优解”
脱贫攻坚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建市前，我市只有姚孟、西高

皇、井营、东高皇、李乡宦、大营几

个乡村诊所。

建市后，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得

到快速发展。到 1957 年底，我市共

有医疗卫生机构 34 个，卫生技术人

员 210 人，床位 125 张，每千人拥有

卫生技术人员 0.9人，每千人拥有床

位数0.6张。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我市覆盖

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体系已基本建

立。目前我市医疗卫生机构达 3799

所，卫生技术人员 3.1 万人，床位

3.04万张，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6.16人，每千人拥有床位数6.03张。

医 疗 保 障 为 群 众 撑 起“ 健 康

伞”，老百姓得了病不再“等拖扛”，

而是“病有所医”。截至 2019 年上

半年，全市累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397.80 万 份 ，健 康 档 案 建 档 率 为

98.13%。

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全市常住人口

签约 303.96 万人，签约率 74.98%，

重点人群签约 111.76 万人，重点人

群签约率 79.69%，贫困人口签约全

覆盖。

卫生信息化进程加快。2017

年，我市实施“互联网+健康平顶

山”战略，以郏县为试点，依托智能

分级诊疗平台和云巡诊车等手段，

打造出“互联网+医疗健康”新模

式。目前，我市已经实现“互联网+

医疗健康”全覆盖，家庭医生电子签

约、云巡诊车进村等常规工作持续

开展。截至目前，服务项目覆盖所

有县（市、区）（汝州除外）392.2万常

住人口，已电子签约 336 万人，累计

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494 万人次，提

供各类远程医疗服务 45万人次。

从“生病靠拖”到“病有所医”
医疗保障撑起群众“健康伞”

偏远山区小学生吃到免费午餐

幸福洋溢在脸上，幸福流淌在心底。

云巡诊车开到家门口

“一次办妥”让群众少跑腿

鲁 山 县 农 民 工 返 乡 创

业 家 纺 产 业 园 员 工 在 加 紧

生 产 ，该 园 区 共 吸 纳 当 地

4500 余人就业。

七 旬 老 人 带 动

贫困户种核桃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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