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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张 超 通
讯员王羽佳）为配合3·15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主题，
帮助广大市民了解金融消
费者权利并避免受到金融诈
骗侵害，3月 15日上午，郑州
银行平顶山分行组织员工在
鹰城广场开展了 3·15 金融
知识专项宣传普及活动。

此 次 宣 传 活 动 以“ 权
利、责任、风险”为主题，郑
州银行平顶山分行围绕假
币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人
民币兑换、存款保险、减费
让利等方面着重开展宣传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折页、
讲解真实案例等方式，向广

大市民生动形象地介绍了
电信诈骗的危害及真假币
识别“一招秒杀”小技巧，传
授金融机构不得拒收人民
币、人民币券别调剂是金融
机构的责任等知识，既帮助
广大群众了解自身合法权
益，又促进金融机构主动提
升责任意识。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郑州银行作为精品市民银
行，植根鹰城，守土尽责，将
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在
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以金融
知识普及为工作重点，和广
大市民一道，共筑诚信消费
环境，提振金融消费信心。

郑州银行平顶山分行
开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专项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向市民传授真假币识别
“一招秒杀”小技巧 刘兆强 摄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3 月 16 日，市公
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传来消息，
为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切实
提高公安户籍窗口服务群众
的质量和效率，该支队即日
起实行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全省通办”和临时身份证异
地办理两项便民利民新措施。

我省居民离开常住户口
所在地，在我市合法稳定就
业、就学、居住的，可以向现居
地公安机关首次申请领取居
民身份证。由现居住地公安
机关受理并采集申请人人像、
指纹信息，常住户口所在地公
安机关进行审核签发，省公安
厅居民身份证制证中心按已
签发的制证信息完成居民身
份证制作，现居住地公安机关
发放证件。

年满 16 周岁公民，向现
居住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提
出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申请，
填写《河南省居民身份证首次
申领异地受理登记表》，交验

居民户口簿和合法稳定就业、
就学、居住的其中一种证明材
料，确认提交信息的准确性、
真实性，签订书面承诺书。

未满 16 周岁公民，在监
护人陪同下向现居住地就近
的公安派出所提出首次申领
居民身份证申请，填写《河南
省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异地
受理登记表》，交验申请人居
民户口簿（如未登记与监护人
亲属关系还需提交出生医学
证明等其他证明监护关系的
材料）；监护人居民身份证；监
护人合法稳定就业、居住或者
申请人合法稳定就学的其中
一种证明材料，确认提交信息
的准确性、真实性，签订书面
承诺书。

另外，我省居民省内异地
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
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
可在居民身份证制作完成前，
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向
受理地公安机关申领临时居
民身份证。其中，未满 16 周
岁的公民，由监护人代为申
领。

市公安局推出户政便民新举措

3月14日，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红旗街社区家风宣传
主题室，学生们认真倾听社区志愿者讲解传统家风家训。
当天，市第四十三中学与该社区联合开展了“创建文明家
庭，引领文明家风”倡导中华传统美德活动。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倡导文明家风

□本报记者 王春霞

3月 16日，2023年全市卫
生健康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发
布了今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要
点，其中包括疾病防控、三孩生
育政策等 37项重点工作。面
对群众关心的问题，今年准备
怎么干？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关键词：疾病防控
今年，将进一步完善重大

疾病综合防治体系，织密重大
传染病监测网，持续开展新冠
病毒变异、人群免疫力监测，做
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
治疗。全面落实结核、艾滋病、
性病和丙肝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行动，推广慢病“防、治、管、康”
全病程防控模式，开展脑卒中、
心血管病、慢阻肺高危人群筛
查与干预，提升高血压、糖尿病
规范化治疗的能力，继续开展
重点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

深化职业病危害专项治
理，全力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建
成健康企业标杆单位10家。

关键词：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卫生健康项目建

设。市一院老院区门急诊楼建
设项目正在装饰装修，计划今
年6月投入使用。市二院门诊
医技楼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有序

施工，计划 2024 年底投入使
用。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项
目主体已完工，计划今年7月
投入使用，传承创新大楼计划
今年4月开工。市妇幼保健院
健康服务综合楼2022年 10月
投入使用，新院区项目计划本
月开工建设。市中心血站整体
搬迁项目基建已完工，计划
2023 年底前投入使用。鲁山
县中医院老年病医院、宝丰县
中医院传染病区、叶县基层医
疗能力提升工程、郏县中医院
二期、汝州市中医院病房综合
楼等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中，年内即可竣工并投入使用。

关键词：人才引进
继续加大人才引育力度，

采用引进和培养等方式，全力
支持医疗卫生领域高层次人才
实现突破。通过公开招聘和招
才引智，计划引进 100 名硕士
研究生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
高层次人才；培养10名市级学
术技术带头人。持续实施基层
卫生人才工程，为县乡两级招
聘研究生5名、本科生100名、
专科生150名。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继续推动数字化转型，优

化提升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大
力发展线上医疗，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
提高卫生健康服务均等化与可
及性。推进“互联网+慢病”

“互联网医院”等，推广电子处
方区域流转，打造我市互联网
医院亮点。推进电子病历、智
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位一体”
智慧医院建设。

关键词：三孩生育政策
今年，我市将实施好三孩

生育政策。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加快出台《平顶山市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工作方案》，组织实施三孩生
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进一
步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关键词：“一老一小”
抓牢抓实“一老一小”工

作。提高托育机构备案数量，
托育服务总托位数 1.49万个，
完成每千人口托位数3.0的任
务目标。

全面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
务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医养结
合示范项目建设。到2025年，
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
年医学科比例达到60%，老年
友善医疗机构建设比例达到
85%。开展家庭病床试点工
作。鼓励医疗机构开展以家庭
病床为主要形式的老年人居家

医疗服务，完善医保支付方式，
统一服务流程，规范服务行为，
加强质量控制。

关键词：爱国卫生
创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组织实施校园、市场、乡村（社
区）、重点场所等环境卫生专项
整治行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深化卫生城镇创建，
推动卫生城镇全域覆盖，国家
级卫生城镇占比进一步提高。
加快推进健康村镇、健康细胞
建设，培育、打造一批健康村
镇、健康单位示范亮点。大力
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动，通过
省病媒生物防制 C 级达标考
核，为通过新一轮国卫复审奠
定基础。

关键词：中医药服务
健全基层中医药服务体

系。推进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药
科室标准化建设，提升中医药
诊疗服务能力，持续优化中医
药服务指标，加强中西医协同
能力建设，提升中医药综合服
务质量，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推进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提
标升级，每个中医馆至少配备
一名中医医生，每个村卫生室
都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实现“乡
乡有中医馆、村村有中医室”。

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
程，普及中医药知识，推动中医
药健康文化进机关、进校园。
建成1家以上中医药文化宣教
基地，建设8个至 10个中医药
健康文化知识角。

关键词：健康鹰城
认真落实市政府《关于推

进健康鹰城行动的实施意见》，
动员全社会全面推进 15 项健
康促进行动，强化典型引领，培
育一批亮点，推广一批案例，打
造一批品牌。开展健康教育系
列活动，深化“两建三融四行
动”，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0％以上。

关键词：基层医疗
推动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公益一类财政保障”“两个
允许”及职称晋升激励政策，落
实乡村医生“乡聘村用”，按不
低于每年 4500元标准落实村
卫生室基本运行经费补助。启
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按照“五有
五结合”（有房屋、有设备、有人
才、有技术、有经费保障，全专
结合、医防结合、中西医结合、
医养结合、安疗结合）标准，打
造一批保障有力、功能完备、服
务优质、各具特色的基层样板，
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疾病防控、三孩生育政策、“一老一小”……

今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要点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