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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8 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28 日

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

京召开。

决定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的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审查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议

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日前召开的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三十一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的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于明年 3月 3日在北京召开。

全国两会明年 3月 3日、5日在京召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明年 3月 5日召开
建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于明年3月3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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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已完成 3775 家医疗机构现场信用

评价工作，实现了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的行业全覆盖，评定出信用优秀单位 375
家、合格单位 3272家、差单位 128家

返乡创业工作实施以来，全市累计扶持

返乡下乡创业 10.45万人，创办市场经

营主体 10.11 万个，带动就业 43.94 万
人，仅今年前 11个月就新增返乡下乡创

业 2万人，带动就业 6.13万人

目前

高新区培育创新引领型企业、平台、人才

数量分别增长 167%、50%、43%

新签约项目63个，投资总额99亿元

由全国第 118位晋位至 107位

高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总量较去年增长 60%
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增长 154%
专利申报量是去年同期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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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常 洪 涛）“ 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体

扶贫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今

年鲁山县贫困村退出 82 个，脱贫

9480 户 24764 人，圆满完成年度

脱贫目标。从 2014 年以来，全县

40815 户 142915 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已脱贫 36298 户 134678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96% 。 全 县

184 个贫困村累计退出 179 个，退

出率 97.3%。”12 月 29 日，鲁山县

扶贫办主任李新杰说。

鲁山县委、县政府把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重要检验，坚持贯彻落实上

级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把脱贫攻

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尽锐出战，精准施策，

以“绣花”功夫和“钉钉子”精神，

抓实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该 县 聚 焦 稳 定 收 入 ，下 足

“绣花”功夫。实行“三色标识”，

对人均纯收入 5000 元以下的贫

困户标注红色，5000-8000 元的

标注黄色，8000 元以上的标注绿

色，红色家庭增收入、黄色家庭

补收入、绿色家庭稳收入，确保

贫困家庭人均收入高质量可持

续。实施“十百千万”产业发展

工程，依托种植、养殖、加工、旅

游、光伏、电商等特色优势产业，

在全县打造了十大特色产业园

区、156 个特色带贫基地、1290 个

产业合作社（带贫经营主体），带

动 11150 户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

脱 贫 。 培 育“1676”产 业 扶 贫 体

系，出台了《鲁山县贫困户就业

和发展产业项目扶持奖补方案》

《鲁山县扶持带贫经营主体的实

施意见（试行）》等文件，累计发

放奖补资金 6300 万元，发放户贷

户用扶贫小额信贷 10145 户 3.99

亿元，户贷率 29.75%，发放小额

贷 款 贴 息 资 金 6750 户 990.76 万

元，激励群众创业就业，推动产

业做大做强，在全县形成了一套

产业奖补政策、六大扶贫产业、

七条扶贫产业带、“六金”增收模

式，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强

化就业扶贫，实施技能培训、岗

位对接、公益岗位开发、自主创

业“四大专项行动”，鲁山常年在

外务工 25 万人以上，其中贫困人

口 2.03 万人，该县整合护林员、保

洁 员 等 设 置 公 益 性 岗 位 10567

个，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六

通四有”，兑现指标要求，全县近

3 年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3.2 亿 元 ，新

建、改扩建、维修义务教育学校

160 所 ；投 入 资 金 2.33 亿 元 ，为

266 所学校配备了计算机、图书、

仪器器材、课桌凳子等；逐户逐人排查，教育扶贫政策全面落实

到户到人。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

保补充救助和意外伤害保险、医疗救助等多道保障线和“一站

式”结算系统，今年以来累计为 12.4 万人次补偿费用 1.67 亿元，

从根本上减轻了贫困家庭的看病就医负担，有效防止了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投入资金 1.5 亿元，实现了全县危房

改造全覆盖。针对“六通四有”，统筹整合中央、省财政资金 7.33

亿元，主要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达标和产业发展；县财政筹资 7

亿元，用于非贫困村道路、卫生、安全饮水等建设；社会投资 8 亿

元，主要用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项目，“六通四有”全部达标。

目前，鲁山县 555 个建制村全部实现了村村通硬化公路、通

客运班车；全县 32 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均有对外出路并全部实现

路面硬化。全县 184 个贫困村已实现饮水安全全覆盖，水质符

合生活饮用水标准，水量和方便程度符合饮水安全标准，供水保

证 率 在 95% 以 上 ；贫 困 村 通 动 力 电 率 和 户 户 通 电 率 均 达 到

100%；贫困村通邮率 100%；通过有线电视、无线广播电视、网络

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等方式，贫困村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通”；

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宽带村村通，标准化村卫生

室达标率、贫困村乡村医生覆盖率均为 100%，集体经济年收入

均在 5万元以上。

由于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突出成效，鲁山县先后被

授予“河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优秀县”“河南省脱贫攻坚工作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产业扶贫做法两次在省产业扶贫现场会

上交流，省教育扶贫、危房改造、交通扶贫、林业扶贫等 9 个现场

会在鲁山召开，鲁山县易地扶贫搬迁的做法被国家发改委在全

国推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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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活力显现，我市

被确定为全国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试点地

区，全国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

工作现场会在汝州召开……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2019 年，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更高起

点上统筹谋划推进各领域改革，持续开展

“争试点、创亮点、抓重点”行动，全面深化

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

良好态势，为推动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

省第一方阵释放了新红利、激发了新动能。

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释放
创新动能

高 新 区 管 理 体 制 与 人 事 薪 酬 制 度 改

革，是市委、市政府着眼高质量转型发展大

局和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经过反复研究、

慎重酝酿作出的重大决策。市委书记周斌

作为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亲自

指导、推动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

去年 10 月 23 日，高新区全面启动体制

机制改革，今年 1 月正式运行。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高新区谋划实施了全面系

统深入的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

并颁布施行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

规定》，通过赋权、改制、考核、激励，构建起

新型管理服务体系和新型干部人事管理、

绩效考核、分配激励体系，为创新发展扩权

赋能。

“改革实施后，人人扛指标、人人有压

力，工作主动性强、效率大幅提高，企业满

意度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高新区

发展驶入快车道。”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凌兵

奎说。

伴随着改革举措的落地，创新动能进

一步释放，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高新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较去年增长 60%，科

技型中小企业总量增长 154%，专利申报量

是去年同期的 3 倍；培育创新引领型企业、

平台、人才数量分别增长 167%、50%、43%。

今年以来，高新区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新签约项目 63 个，投资总额 99 亿元，其中

投资 1 亿元以上的有 33 个。从反映市场经

济活跃程度的市场主体来看，高新区市场

主体今年新增 889 户，达到 4010 户，保持了

新增市场主体平稳向上的势头。

改革发展的实践和成效在全国高新区

排名中也得到了体现，平顶山高新区由全

国第 118位晋位至 107位。

构建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
新模式

12 月 25 日，市民刘女士在卫东区东环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时，拿出手机扫

了扫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信息公示栏上面的

二维码，医疗机构的基本信息、医护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和信用级别立即映入眼帘，

就诊结束后还可以评价。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卫生

监督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2017 年，我

市在全省率先启动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信用

评价试点，不断创新监管模式，通过建立医

疗机构依法执业信用评价体系，构筑起诚

实守信的医疗环境，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

健康权益。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市构建

起医疗机构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

会监督的四位一体综合监管新模式。由于

成效显著，这项工作得到国家卫健委和省

卫健委的充分肯定。今年 4 月，我市被确定

为全国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试点地区。

“对信用优秀的单位，给予相应政策鼓

励；对信用差的单位，采取重点监督、限期

整改、暂缓校验、依法注销《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等监管措施，切实做到奖惩并举、

精准监管。”市卫健委主任李自召说，目前，

全市已完成 3775 家医疗机构现场信用评价

工作，实现了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行业

全覆盖，评定出信用优秀单位 375 家、合格

单位 3272 家、差单位 128家。

下 一 步 ，市 卫 健 委 将 持 续 加 强 医 疗

机 构 信 用 评 价 工 作 建 设 ，推 进 医 疗 卫 生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建 设 ，努 力

为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多 元 化 监 管 提 供

“平顶山方案”。

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发展注
入新活力

“这些亮片绣花纺织品不久就会漂洋

过海，销往美国、土耳其、印度等地。”12 月

26 日，汝州百瑞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浙

江绍兴汝州商会会长闫素云说。

闫素云是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

商会会长。2015 年底，在浙江柯桥创业的

她被汝州“引凤还巢”返乡创业政策和亲情

招商所感动，将 60 余台大型多头数控绣花

机运回汝州，成立汝州百瑞纺织品有限公

司，目前公司产值近亿元。

在政策引导下，远在他乡的一批机绣

企业家陆续返乡，一座全新的汝绣农民工

返乡创业产业园在汝州崛起。该产业园已

累计入驻机绣企业 160 余家、1300 余条生产

线，带回产业工人 8000 余人，呈现出产销两

旺的良好势头。

同时，依托汝州籍人员从事汽车零部

件组装、电子产品生产加工的优势，汝州市

还规划建设了汽车装备产业园、智能终端

产业园，吸引外出人员入园创业，实现抱团

集聚发展。

近年来，汝州市抢抓产业梯度转移的

重大机遇，积极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创业试点工作，大力实施“筑巢引凤”工

程，不断壮大“归雁经济”，实现了能人返

乡、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的“三赢”效果。截

至目前，汝州市已吸引 3.3 万名外出务工人

员返乡，带动 1000 多户贫困户增收脱贫，市

场主体达到 5.6 万余户。今年 6 月，全国支

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现场会

在汝州召开。

汝州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动人场

面，在其他县（市、区）也同样火热呈现。今

年以来，我市以营造创业氛围、搭建创业平

台、强化创业服务、培育创业实体为重点，

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生态，厚植返乡创业沃

土，今年前 11 个月新增返乡下乡创业 2 万

人，完成省定目标的 167%，带动就业 6.13 万

人。

返乡创业工作实施以来，全市累计扶

持返乡下乡创业 10.45 万人，创办市场经营

主体 10.11 万个，带动就业 43.94 万人，人员

回归、资金回流、项目回迁的良好局面正在

形成。

潮涌催人进，风正好扬帆。面对深化

改革征程上的新挑战，我市将坚定改革决

心、增强发展信心、凝聚改革合力，奋力开

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努力交出一份更

加精彩的改革答卷。

（本报记者 王民峰）

——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综述

激发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动能

4月 19日，汝州市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我省提高 2020年低保标准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
每年不低于4260元

（见今日第三版）

本报讯 （记 者 高 轶 鹏 通 讯 员 时 达）

“这两天卖出 500 斤（1 斤 =500 克）土蜂蜜，

还 吸 引 了 3 家 单 位 商 谈 合 作 ，真 是 出 乎 意

料!”12 月 29 日，在平煤神马集团体育馆举

办 的 该 集 团 首 届 扶 贫 产 品 产 销 对 接 会 现

场，鲁山县观音寺乡西桐树庄村驻村第一

书记丁备战兴奋地说。

200 元 一 公 斤 的 土 蜂 蜜 ，虽 然 价 格 比

普通蜂蜜略高，但是货真、纯天然，28 日上

午，50 公斤土蜂蜜刚运到现场就被抢购一

空 ，丁 备 战 当 天 中 午 赶 紧 派 人 补 了 200 公

斤的货。

近年来，平煤神马集团积极履行政治责

任和社会责任，深入开展“千企帮千村”活

动，先后帮助 69 个贫困村、近万人脱贫，建

成种植、养殖、加工、旅游、光伏等产业扶贫

基地 22 个、合作社 16 个，为贫困群众脱贫提

供了稳定的产业支持。

为有效解决贫困村农产品销售难题，该

集团积极开展消费扶贫，搭建农产品销售平

台，让农产品走出“深闺”，“接轨”广阔市场。

12 月 28 日、29 日，该集团举办首届扶贫

产品产销对接会，18 个帮扶村的近百种农产

品参展。

郏县白庙乡宁庄村的蜜薯、叶县常村镇

府君庙村的面粉……现场商品琳琅满目，引

得市民纷纷驻足购买。许多商品供不应求，

摊主忙得满头大汗。“太火爆了，面粉连续配

了几次货，顾客仍排着长队。”府君庙村驻村

第一书记乔元清说。

这两年，靠着八矿的帮扶，府君庙村建

起传统磨坊、艾草加工厂、立体生态种植养

殖园，既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又带动

了贫困户增收。

在 襄 城 县 汾 陈 镇 朱 堂 村 的 展 台 前 ，

20 多 名 市 民 有 序 地 排 着 队 等 待 尝 鲜 。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关 付 学 一 边 把 刚 刚 蒸 好 的

猪 肉 包 子 送 给 大 家 品 尝 ，一 边 介 绍 产 品

特 色 。

朱堂村是十三矿的对口帮扶村。这两

年，关付学带领乡亲培育特色产业，不仅建

起了年出栏 600 头黑猪的养殖场、占地 200

亩的桑叶种植基地，还发展了 1 个有机肥生

产厂，使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由 36 人减至目

前的 3 人。

除了附近市民前来购买外，该集团许多

单位也来“捧场”，纷纷与帮扶村签下订单：

帘子布发展公司与朱堂村签订了 1000 公斤

猪肉、500 箱腊肠的订单，集团工会与府君庙

村签订了 17500 公斤面粉的订单，一矿与鲁

山县张良镇朱马沟村签订了 30 只羊、150 只

鸡的订单……

“举办扶贫产品产销对接会，可以拓宽

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进而激发群众

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为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

贫奠定坚实基础。”该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

经理张友谊说。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本 届 产 销 对 接 会 现 场

销售合计 44.63 万元，签订采购订单 136.66

万元。

两天现场销售44.63万元，签下采购订单136.66万元

平煤神马集团举办扶贫产品产销对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