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今年全
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须认
认真真组织、扎扎实实开展。这就
需要全市各级党组织强化担当、创
新实践，科学运用以往学习教育活
动的成功经验，以高度的责任感、
正确的学习观，从严抓好各项工
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
实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
大的精神动力。

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历次党内学习教育的实践证明，抓
牢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各
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学习教育会
起到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上有
所率，下有所进；上有所行，下有所
仿。”抓住了领导干部，就抓住了推
进学习教育的“牛鼻子”，就能推动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领导干部在
学习中能够“扎”进去，各级党员干
部就能“深”下去；领导干部带头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人民群众就能更
多得实惠。

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紧
密结合发展实际。学史明理、学史
力行，是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明确
要求。我们党搞学习教育，从来不
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好
地推动发展而加强学习。因此，在
这次学习教育中，我们要把学党史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
南、郑州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结合
起来，与加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与解决群众利
益诉求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推动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
建设、实现“两化五强”远景目标的
强大精神动力，推动各方面工作不
断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无
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民族，历史观正确与否，从来都
是关系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重要思想基
础。在我们党开创下一个百年历史的新征程上，端正历
史观，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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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 多云到阴天 风力 偏南风3~4级 温度 最高19℃ 最低11℃ 降水概率30% 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为了“东方之珠”更加璀璨
——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一国两制”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王际宾王治）3月10日，市
长、市总河长、黄河市级河长侯红开展黄河巡
河，并调研节约集约用水有关工作。

在黄河郑州段大堤、马渡观河节点等
处，侯红实地察看堤防建设、河道治理、生态
保护等工作，听取全市河长制、黄河“清四
乱”等工作汇报。她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共同
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要求，聚焦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
深化“河长+警长、河长+检察长”和“两函四
巡三单两报告”等管护机制，压实市县乡村
四级河长责任，不折不扣做好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
工作，打通河湖管护的“最后一公里”，统筹
好堤防建设与抢险应急的关系，确保河湖安
澜、城市安全。

牛口峪引黄工程是我市水生态文明建设
重点水源工程，2019年8月实现通水以来，累
计引黄河水1亿多立方米。侯红察看了牛口
峪引黄一级泵站建设运营情况，全面了解我
市水资源供需和节约集约用水工作，听取了
西水东引、观音寺调蓄等水利工程推进情
况。她要求，认真学习贯彻“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
好生态、生产、生活用水，通过上游引水做加
法、下游引水做减法，推进黄河水“先看后用、
循环利用”；要强化全域、全业、全民协同节
水，加快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统筹建好供
水“一张网”，严格用水计划管理、用水总量控
制、取水用途管控，构建以水润城、人水共生
的治水兴水格局，加快形成与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相匹配的水资源保障体系。

副市长李喜安一同巡河。

民生关乎民心，社会保障更是重中之

重。保障好则民心稳、百业兴，才能累积

起老百姓心中沉甸甸的“获得感”。

记者从市人社局社保中心获悉，去

年，我市社保各项目标任务均超额完成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职工养老保险

参保568.28万人，完成了目标任务(521.71

万人)的 108.9%，其中企业养老保险参保

职工(不含离退休)500.57 万人,完成了目

标任务(477.16 万人)104.91%，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职工 (不含离退休)

20.59 万人，完成了目标任务(20.25 万人)

的 101.68% ；城 乡 居 民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233.83 万人，完成了目标任务（232.92 万

人）的 100.39%；失业保险参保 250.01 万

人，超额完成了 250 万人的目标任务；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195.97万人，完成目标任

务（186.5 万人）的 105.08%；累计发行实

体社保卡 992 万余张，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2%。

去年减免各项社保费用近120亿
去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市积极

开展“六稳六保”“三送一强”系列活动，全

面落实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数

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市累计减免养

老 保 险 费 、失 业 保 险 费 、工 伤 保 险 费

119.02亿元。其中，养老保险费涉及 10.8

万家，减免 111.11 亿元；失业保险涉及

10.77万家，减免 5.61亿元；工伤保险涉及

10.9 万家，减免 2.3 亿元。累计缓缴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 6.16 亿

元，最大限度减轻了企业负担。同时，精

准做好社保退费返还工作。对已征收的

应减免部分实行退费返还，共退还 11.07
万家（次）单位社会保险费3.07亿元。

我市最低基础养老金全省最高
“退休收入高、看病自己花钱少”是人

们普遍期待的两大社会保障关键问题。
其中的“退休养老金”方面，去年我市继续

提高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养老金。并且，在
规定的时间内将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全部发
放到位。全市涉及44.65万退休人员，企业
退休人员每月人均提高 143元，调整后人
均月养老金达到3061.3元。同时，我市增
加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从2020年 7月
1日起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基础养
老金每人每月再增加 5元，全市最低基础
养老金达到200元，居全省首位。

让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缴尽缴”
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对于困难群

众，做好兜底保障。去年，市人社部门和
相关部门对接，及时掌握新增贫困人员参
保缴费和待遇领取情况，将未参保、未领
取待遇贫困人员及时纳入参保范围。为
行动不便的贫困人员提供上门服务，为符
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贫
困人员代缴社会保险费。2020年为全市
6.79 万贫困人员和 4.83 万重度残疾困难
群体代缴了 741.43 万元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费，实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我市去年积极做好援企稳岗和失业
保险扩围攻坚工作。截至2020年底，稳岗
补贴审批企业1.53万家，涉及85.05万人，
发放资金约36亿元，完成目标任务（12.65
亿元）的 285%，资金发放总量占全省的
60%。失业补助金审批通过人员 40.4 万
人，占全省审批通过总人数的60%，完成省
定7.5万人目标任务的538.7%。

今年力争发放社保卡超千万张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我市将进一步

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提升保障能力，
目标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521.4 万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
20.3 万人，城乡居民参保 233.56 万人，失
业保险参保 273.38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197.93万人，建筑业新开工项目工伤保险
参保率达到 95%以上，发放社会保障卡
1002万张。

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需协同推进
延迟退休不能“单兵突进”。延迟

退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
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非常多，需要统筹
谋划、协同推进。

让黄河文化成为超级IP
黄河标志和吉祥物设计方案开启网络投票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新闻宣传出版
中心获悉，13日零时，黄河标志和吉祥物全球征集活动入围作
品开启公众网络投票，40件黄河标志和 40件黄河吉祥物设计
方案接受投票。你最青睐哪件作品？不妨为它投上一票。

去年 11月 3日至今年 2月 3日，黄河标志和吉祥物全球征
集活动举行。征集活动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新闻宣传出版中心、
省文联、省科技厅、省科协、河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郑州市政
府、中国保护黄河基金会主办，黄河博物馆、郑州高新区管委会、
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委会等承办，共收到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
治区以及12个国家和地区的1829件应征作品。

经过初评，40件黄河标志和 40件黄河吉祥物设计方案入
围并接受公众网络投票。本次投票于19日 24:00截止，公众可
通过“掌上黄河”、河南省漫画家协会微信公众号投票。

据悉，公众投票结束后，征集活动组委会还将陆续开展专家复
评、优化提升、论证报批等工作，最终评选出金、银和铜奖作品，并
举行黄河标志和吉祥物发布会，助推黄河文化跨入超级IP时代。

去年全省城镇新增
就业逾 122 万人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省就业工作电
视会上获悉，去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122.59万人，今年的目
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

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122.59 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36.8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2.22万
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1.45%、147.39%、152.78%。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省积极采取“六稳六保”措施，其
中，共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 563.89亿元，惠
及企业 21.9万家；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 34.9亿元，惠及企业
1972户；累计支出稳岗还返资金 64.24 亿元，惠及企业 3.57
万户、职工259.08万人；累计为68.17万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
补助金24.23亿元，稳住了全省就业基本盘。

2020年，我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开展了
就业创业促进计划、青年就业启航计划、三年六万就业见习
计划，广泛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等活动，全年
共完成就业见习 2万人，共为 84731名困难毕业生发放求职
创业补贴1.69亿元，全年共帮助60.72万高校毕业生就业，总
体就业率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同时，全力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全年新增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45.81万人，累计转移就业 3086万人。新增农民工
返乡创业16.4万人、带动就业74.68万人。

记者了解到，2021年，我省就业工作主要目标是：城镇新增
就业110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8万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万人，返乡下乡创业15万人。

去年我市社保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均超额完成

社保礼包沉甸甸百姓满满幸福感
本报记者 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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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
小步调整简单理解就是延迟退休改革不会“一步到位”，而是采取渐进式改革，用

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节奏总体平缓。

个人会有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空间
延迟退休不会搞“一刀切”，不是规定每

个人必须达到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
休，而是要体现一定的弹性，增加个人自主选
择提前退休的空间。这是延迟退休改革最
大、最重要的特征。

不同群体、不同性别将继续
保持退休年龄差异

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将区分不
同群体，采取适当的节奏，稳步推
进，逐步到位。

小步
调整

弹性
实施

分类
推进

统筹
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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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
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人社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对此进行
了解读。

延迟退休不会搞“一刀切”
权威专家：将按渐进式、有弹性、有差别实施

新版《禅宗少林》首演
3月 12日晚，2021版《禅

宗少林·音乐大典》全新首演，
熟悉的天籁梵音再次唱响中岳
嵩山。同时，第三届全球文旅

创作者大会“好春光 郑向上·
2021老家河南美好春游季”（登
封站）活动启动。2021版《禅宗
少林·音乐大典》在保持原有核

心章节和内容不变的基础上，
对表演形式和方法进行了创
新，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
本报记者 成燕 李焱 摄影报道

人民大会堂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再次为香港响
起。3月11日下午，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按下表
决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高票通过。

这是一个推动香港由乱及治的重要决定。选举
制度的完善将确保香港特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
者手中，让反中乱港分子出局。

这是一个助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决定。它将
引领香港摆脱政治争拗，凝心聚力，在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新征程中尽显风采与优势。

这是一个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决
定。它将让这一科学构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中焕发新的活力。

明媚的春光里，“东方之珠”洗净征尘，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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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旅客运输数据报告发布
2021年春运圆满落下帷幕。13日，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发布《2021年春运期间旅客运输数据报告》。春运期间，郑
州市城市公交总客运量 4477.15万人次，同比上升 38.07%；
出租汽车总客运量 1202.06万人次，同比上升 77.74%；公路
客 运 总 客 运 量 130.95 万 人 次 ，同 比 下 降
56.75%；高铁东站安全发送乘客 273.48万人
次，同比上升 26.14%；铁路郑州站安全
发送乘客 155.39 万人次，同比下降
10.36%；机场发送旅客 107.68 万人
次，同比下降 34.73%；地铁总客运量
4556.07万人次，同比上升1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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