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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化站
精彩活动等你来

本报讯 今日是元宵佳节，由省文化厅主办、省文化馆承办的
2017年河南省“春满中原”春节系列文化活动迎来最后一个活动

“高峰”。记者昨日获悉，今日，省、市相关文化单位都会组织以庆
元宵节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市民可免费参与。

河南省图书馆将充分发挥馆藏图书的优势，推出“婚约无价”
旧式婚书回顾展、馆藏乾隆大藏经主题书展、外文艺术画册展、“悦
读春天”主题书展、“复活文化记忆”古籍修复工艺展示、“传承活
化”非遗手工技艺类展示等活动，带读者去唤醒那根植血脉的文
化基因。而河南省图书馆少儿阅读中心也在今日推出亲子阅读分
享沙龙、“我的中国年”幼儿主题绘本展、“影像书香，悦读童
心”——影片赏析及展映等活动。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少儿小读者，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今日
推出几十项活动，有看的、有锻炼动手能力的还有学知识的，形式
丰富，充分调动小朋友的参与热情。

而郑州市各级文化馆、图书馆也在今日推出猜灯谜、摄影展、
非遗展等活动。在乡村，乡（镇、街道）文化站、村（社区）文化室（中
心）也将开展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活动。值得一提的是
郑州图书馆的活动，包括手工坊系列之做花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
文物展、“丝路名人郑州行——一个外国摄影师眼中的郑州”摄影
作品展等。

2000民间艺人
展演传统文化

本报讯 昨日，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的2017年郑州市“华夏优秀传统民间文化集中展演”在绿
城广场热闹开演，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和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
区的25支秧歌队伍和19支非遗队伍，2000余名演员参加展演和
比赛，带给郑州市民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节活动。市政协副主席
吴晓君出席活动。

作为我市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之一，“华夏优秀传统民
间文化集中展演”活动已连续举办 19年，这些队伍都经过各地、
各单位精心挑选，体现了郑州市民间文艺表演的最高水平，也用
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为老百姓制作了一顿难忘的“元宵大餐”。

今年的活动分民俗比赛和非遗展示两场，上午为秧歌比赛，
活动一开场，绿城广场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市民，大家扶老携幼，争
相观看平时难得一见的传统民间文化。下午的非遗展示让大家
回到简单快乐的儿时：除了舞龙、舞狮、锣鼓、苌家拳、河洛大鼓
外，还有面塑、剪纸、漆器等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静态展示，
作为精彩的“郑州动作”“郑州色彩”和“郑州记忆”，高度反映我市
文化艺术事业百花竞放、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

正月十五、十六两天，活动转移到全市各大广场、公园、街道、
乡村，通过这种形式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使群众过上
一个甜蜜、浓香、味足的元宵节。

煮元宵猜灯谜
社区里好热闹

本报讯 昨日，二七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民主路社区举办了一
场社区群众自娱自乐的元宵联欢活动，社区群众在一起煮元宵、做
灯笼、猜灯谜、演节目，其乐融融，欢快如同一家人。

自制灯笼比赛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按照规则，所有的参赛作
品必须为社区群众手工制作，街道派出评审委员会对作品打分评
比。不少群众提前一两天就在家里设计制作，有的使用废旧纸盒、
有的使用色卡纸，而有的甚至用上了气球和亚克力板，一些不会做
的群众现场向“行家”请教，大家玩得很开心。

除了灯笼比赛，工作人员还在社区院子里煮起了元宵，供社区
群众免费品尝，吃着元宵看着大家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这个社区
真热闹。

武林高手汇绿城
各秀绝活闹元宵

本报讯 刚柔并济的太极拳、上下飞舞的莲花刀、强劲有力
的少林拳……昨日上午，碧沙岗公园大礼堂外广场俨然变成了
一片“武林江湖”。全民健身·健康中原“体彩杯”河南省第十三
届中原大舞台武术展演活动（郑州站）暨郑州体育大拜年在这里
举行。来自全市 1318 名武术爱好者齐聚碧沙岗公园，切磋交
流、以武会友。

昨天是农历正月十四，一大早，碧沙岗公园大礼堂外广场便
聚集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众多武术爱好者，太极拳、少林拳、莲
花刀、春秋大刀……各种拳术、器械轮番上阵。场上参演者各展
绝活，一招一式尽显功力；场下观众聚精会神，不住叫好，场上场
下热热闹闹一台戏。在这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到来的前一天，郑
州体育大拜年“闹”出醇香的“武术味”，“闹”出欢乐的“节日情”。

记者 左丽慧秦华 陈凯 文
马健 李焱 栾月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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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

市房管局出台住宅
限购政策操作细则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
管理局获悉，该局日前就商品住宅限购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部分问
题形成会议纪要，对如何界定个人缴纳个税或者社保证明的相关
要求进一步明确。

会议纪要提出，对本市非限购区域的社保证明及补缴后符合
购房前 3年内连续 24个月条件的予以认可，出现未交存现象的，
无论时间长短从重新缴纳计起。对于因退休原因，造成不符合近
三年连续缴纳24个月社保证明规定的，可凭原社保证明、退休证，
视同连续缴纳。此外，在对个税的认定方面，市房管局明确，个体
工商户以个人名义开展经营的，其所缴纳的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应
当认定为个人所得税，但是，以个人名义注册公司制公司的，其所
缴纳的税费不认定为个人所得税。另外，因为月收入达不到个人
所得税纳税标准的，视同未缴纳。

全省小微企业五年
将获3000亿授信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银
行河南省分行正式签订服务经济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
内，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每年为市场主体提供不低于1000亿元的
授信支持，其中为小微企业提供不低于600亿元的授信支持。

截至 2016年 12月底，我省全年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99.11
万户，总量达 427万户，位居全国第五、中部六省第一位。其中，
小微企业已达到380多万户。

据悉，下一步，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将梳理出一批发展潜
力大、信用好、急需资金投入的中小微企业，率先取得贷款。

春节假期生产安全
事故近10年来最少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消息，
2017年 1月份全国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174起、死亡 1425
人，同比分别下降 24.7%和 18.2%。春节假期的生产安全事
故为近10年来最少。

一是事故总量大幅下降。1月份，全国共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 2174 起、死亡 1425 人，同比分别减少 715 起、317 人。
其中，较大事故47起、死亡189人，同比减少9起、34人，分别
下降 16.1%和 15.2%，特别是工矿商贸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同比分别下降46.7%和 36.5%；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

二是多数行业领域事故降幅明显。1月份，化工、烟花爆
竹、冶金机械、水上运输业和渔业船舶等 5个行业领域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均实现“双下降”，且降幅在 30%以上；
建筑业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60%和
68.4%；煤矿、冶金机械、铁路运输业和渔业船舶等 4个行业
领域没有发生较大事故。

三是 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绝大
多数地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均有所下降。北京、天
津、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苏、福建、湖北、重庆、贵州、西藏、
青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3个地区未发生较大事故。

四是春节假期的生产安全事故为近 10年来最少。春节
期间（1月 27日~2月 2日）全国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较大事故发生 1起、死亡 5人，同比减少 5起、18人，为 10年
来最少；在春运客流量达到 25.2亿人次的情况下，道路运输
领域仅发生1起较大事故，也是10年来最少。

10月底前郑州建成区
八成以上集中供热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全省燃煤散烧管控总
结表彰暨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大力实施“煤改
气”工程。到2017年年底，全省天然气替代散煤使用量累计达到
8000万立方米，累计新增4万户厨炊使用天然气的农村居民。

省燃煤散烧管控工作办公室昨日表示，在“煤改气”工程的同
时，全省还要大力实施“煤改电”工程。到2017年底，在城镇居民
小区推广电采暖应用100万平方米以上，20万户以上农村居民永
久性实现厨饮电气化。同步开展的工作还包括：大力推进城市集
中供热。2017年10月底前，郑州市建成区集中供热率提高到80%
以上，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市建成区集中供热率提高到60%以
上；强化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全省各县(市)将于2017年4月底
前，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燃区面积要达到城市建成区
面积的60%以上。另据悉，按照《河南省加强燃煤散烧管控行动方
案》要求，2017年10月底前，全省将力争实现“零散煤”。

市区“气电代煤”居民户
可享受设备购置补贴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散煤治理工作的通知》，郑州市建成区内，符合条件的“气代煤”
“电代煤”居民户将享受设备购置补贴，每户最高补贴不超过3500
元，需在9月 30日前提出申请。另外，举报违法散煤加工、销售点
将给予奖励。

《通知》提到，对 2016年统计台账上的使用燃气壁挂炉的居
民户，给予“气代煤”燃气设备购置补贴，每户最高补贴不超过
3500元。对区域内天然气网络尚未覆盖、炊事用煤改为用灌装液
化气的居民，按照每户每年 12罐(15公斤罐)、每罐 30元的标准进
行补贴。对 2016年统计台账上的使用实施“电代煤”的居民户，
给予“电代煤”设备购置补贴，每户最高补贴不超过3500元。

另外，在用气用电方面，给予“气代煤”居民户采暖用气 1元/
立方米的气价补贴，每户每个采暖季最高补贴气量 600立方米。
给予“电代煤”居民户采暖期用电0.2元/千瓦时补贴，每户最高补
贴电量3000千瓦时。补贴政策及标准暂定三年。

需要关注的是，选择“气代煤”“电代煤”的居民户，需持 2016
年 10月 17日以后购置燃气壁挂炉、电取暖设备的发票，于 2017
年 9月 30日前提出申请，逾期不再享受优惠政策。

举报违法卖、用散煤的还将有奖励。《通知》提到，郑州市及各
县 (市)区、开发区要设举报电话 (郑州市散煤治理举报电话：
12315)。对于举报郑州市域内违法销售、使用散煤，违规套取、骗
取补贴，违反承诺享受补贴等行为，一经查实，给予举报人奖励。

年内科普知识培训
覆盖10万社区居民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郑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六
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获悉，2017年，全市将通过督导
100个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面向省会居民开展科普知识培
训，计划培训居民10万人次，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2017年，郑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将着力提高科普工作成效，
着力拓宽人才服务领域。一方面，科协组织将通过开展“百千
万”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开展“院士专家企业行”活动，为我市
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全市将大
力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工作，加大科普中国社区、乡村、校园e
站建设力度，强化科普内容的趣味性、权威性和科学性，扎实
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通过郑州市“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督
导管理 100个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开展 3000个课时的系统
科普知识培训，培训社区居民 10万人次。到 2020年，省会全
民科学素质大幅提升，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2%。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让残疾人
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
育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用三年时
间，力争让全省听障儿童、脑瘫儿
童基本得到抢救性康复。这是记
者从昨日召开的全省残疾人事业
工作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会议提到，我省将全面实施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将符合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范围，将靠家庭成员供

养参与社会生活和自理困难的重
度残疾人，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救助范围。

同时，我省将逐步增加残疾人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康复项
目，完善重度残疾人医疗报销制度。

根据部署，我省将把残疾人基
本康复纳入基本医疗卫生等公共
服务，逐步将基本的治疗性康复辅
助器具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持范
围。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
动计划，使全省有康复需求的残疾

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
服务的比例达到 80%以上。用三
年时间，力争让全省听障儿童、脑
瘫儿童基本得到抢救性康复，并建
立“新发生一例、抢救一例”的长效
机制。

此外，我省还将多渠道促进残
疾人就业创业，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招录和安置残
疾人就业。将积极推进无障碍环境
建设，新建改扩建的道路、建筑物和
居民区都要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

力争用三年时间让听障
脑瘫儿童获抢救性康复

绿城广场民间文化集中展演精彩纷呈 民主路社区群众煮元宵度佳节，其乐融融好似一家人。 惠济区“闹元宵艺术节”吸引群众热情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