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重建 巩义小关镇口头村友爱桥处，来自宁夏的电力工人和巩义本地的电力工人一起
合作，抢修电路，为恢复居民生活做最后冲刺。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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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党旗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孙琦英）十
条诚意满满的举措，给百姓更多帮助——7
月 29日，河南省人社厅发布《关于印发支持
受灾地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若干措施的
通知》，提出实施就业援助、组织外出务工
等十条具体举措，全力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
重建。

举措一：开展就业援助
全省各地要依托河南省“互联网+”就业

创业信息系统建立受灾地区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动态监测数据库，形成“受灾
困难人员帮扶清单”，举办“抗灾情稳就业”
专场招聘活动，精准提供就业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将把救灾和灾后重
建中的卫生防疫、废墟清理岗位纳入乡村公
益性岗位安置范围，安置因灾有返贫风险的
脱贫人口就业，并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和社
保补贴。加强沟通协调，鼓励引导水利、交
通、房屋、农业基础设施等灾后重建工程优
先吸纳当地受灾群众务工，帮助群众就近就
地就业。

举措二：有序组织外出务工
我省决定，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等市场主体，介绍受灾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按每介绍
成功1人 3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职业介绍
补贴。

同时，深化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
地劳务协作。积极组织“豫见·省外”系列活
动，加强对接，有序组织受灾地区人员外出
务工。

举措三：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
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招聘工作人员

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聘）用受灾地区
高校毕业生，并免收报名费和体检费。对
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受灾地区高校毕业生，
开辟就业绿色通道，开展专项就业服务，优
先落实免费就业服务政策，帮助尽快落实
工作岗位。

举措四：做好创业担保贷款扶持
对受灾地区遇到困难的企业和个人申

请创业担保贷款的，开辟“绿色通道”，简化
办理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帮助创业人员和
小微企业防范创业资金链断裂风险，提供应
急续贷帮扶。依托大众创业导师团，组织开
展对受灾地区小微企业的创业辅导活动，对
接创业资源，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和扩大生产
经营。

举措五：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建立失业保险周报制度，出现大规模失

业和基金缺口时，适时拨付省级调剂金，确
保“保生活”资金发放。经省政府同意后，全
省暂统筹失业保险基金 1 亿元，对受灾严

重、有稳岗需求的市县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

举措六：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根据规定，我省将对灾情影响生产经营

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社会
保险费。

同时，结合“万人助万企”活动，继续落
实降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率政策，延续实
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建立“受灾企业缺工清单”，支持各类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开展专项服务系列活
动，实施重点帮扶。支持区域相近、行业关
联、工种匹配的企业开展用工余缺调剂，帮
助受灾员工依法依规、就近就地调配。

举措七：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要求的受灾群众

加强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按规定给予培
训补贴。对有就业去向的受灾群众，实行
免费定向培训、订单培训。对国家规定实
行就业准入的指定工种提供职业技能鉴定
全额补贴。

对脱贫人口、“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参
加培训的，在落实职业培训补贴的同时，给
予生活费（含交通费）补贴。生活费补贴按
培训期间每人每天 30元标准执行，其中市
外省内参加培训的，每人再给予 300元一次
性交通费补贴，所需资金由当地就业补助资

金列支。

举措八：落实职工工伤保险待遇
我省将开辟工伤待遇支付便捷通道，

对在防汛救灾期间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受事
故伤害的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劳动能力
鉴定和工伤待遇支付时，简化程序、特事特
办、随报随办，及时足额兑付工伤保险各
项待遇。

举措九：发挥技工院校专业优势
我省将积极组织技工院校参与灾区汽

车、农机、电器等抢修维修工作。有条件的

技工院校开设涉农专业，加大对灾区重点

家庭“两后生”就读技工院校的招生力度，

落实国家助学金、免学费等政策。摸排受

灾地区户籍技校在校生底数，采取减免住

宿费、发放补助、联系勤工俭学等方式，减
轻生活负担。

举措十：稳定企业劳动关系
支持受灾情影响的企业在与职工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采取协商薪酬、轮岗轮休、缩
短工时、脱岗培训等方式稳定劳动关系，尽
量不裁员或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
规定享受稳岗补贴。对因灾情未能及时返
岗上岗的职工，企业可优先考虑安排职工年
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

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省人社厅十条举措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困难中小微企业可延缓缴纳社会保险费
郑州五部门联合出台举措

车辆因灾受损报废
买新车最高补1.5万元

本报讯（记者 曹婷）29日，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商
务局、市金融工作局和市大数据管理局等五个部门联合
印发了《郑州市车辆受损报废的车主购置新车补贴办
法》，明确在本次水灾中受损报废的郑州本地牌照（豫A
和豫V）民用汽车，车主本人重新购置车辆可以申请补贴。

《办法》提到，在向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申请报废拆
解业务时，免收拖运费用。在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上牌时，
免收机动车号牌费、行驶证和登记证工本费。购置新能
源汽车享受购车补贴，补贴由基础补贴和差异化补贴两
部分组成：基础补贴为每辆车5000元。差异化补贴根据
受损报废车辆的行驶年限执行，行驶 0~3年（含 3年）车
辆，补贴为 10000元；行驶 3~6年（含 6年）车辆，补贴为
8000元；行驶6年以上车辆，补贴为5000元。

根据该《办法》，车主具体的申请流程为：自政策发布
之日起至 2021年 9月 30日期间，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
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书。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重
新购置新车并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郑州市完成
注册登记上牌手续。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可通过“郑
好办”App 上传申请所需资料，同时提供本人银行账
户。在收到资料后，补贴资金将于15个工作日内转入申
请人所提供的银行账户。

我市印发《通知》

做好受灾未成年人
救助和心理帮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7月 20日以来，郑

州市发生严重洪涝自然灾害，对部分未成年人及其家庭
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7月 28日，郑州市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做好受灾未
成年人救助帮扶和心理帮扶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开发区、各区县（市）民政部门加强排
查巡访力度，及时了解受灾未成年人情况，做到早发现、
早救助、早帮扶。对受灾导致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要及
时给予临时救助，户籍不在本地的，可由急难发生地直接
实施临时救助。做好救灾物资、生活物资优先分配保障
受灾未成年人。对符合困难群众生活补助政策的受灾未
成年人，及时发放补助。对受灾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包括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出现伤病情况的，要优先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服
务。做好未成年人公共活动场所和设施的卫生和消杀工
作，避免因灾导致疫病。对失去父母或父母失联的受灾未
成年人，符合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条件的，及时予
以认定，需要安置的，要妥善落实安置措施。

此外，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招募
了 24名心理咨询师组成未成年人心理援助专业志愿者
队伍，24小时接受受灾未成年人和家长的来电咨询。

自 7 月 28 日起至 8 月 28 日止，凡乘
坐郑州公交的乘客全部免费，市民无须刷
卡、无须投币，只需要佩戴口罩直接乘车
即可。那么免费后的郑州公交发车情况
如何？市民出行感受怎么样？29日，记
者乘坐 919路、S177公交车，实地体验了
一番。

在 S177 公交车上，记者看到公交车
投币箱全部封口，刷卡机同步断电，司机
不停提醒市民只要佩戴好口罩就能免费
乘车。

在 S177 车厢内，不少市民议论免费
乘车这件事，“虽然经历磨难，但是总能在
不经意间感受到温暖，在郑州的幸福感就
是强，为郑州点赞！”

“这几天坐公交的人明显增多，但今
天我刚到站台，公交车就来了，挺顺利
的。”市民贾女士开心地说。

记者在 919 路始发站会展中心站台
牌看到，平均每两分钟就会有一辆公交
车经过，乘客明显增多。市民赵先生告
诉记者，免费乘车的政策非常好，体现
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暴雨让很多私家车
辆受损，出行不便，免费乘坐公交，可以
让更多人选择公交出行，这样不仅可以
减轻城市交通压力，减少拥堵，还能给
途经郑州去其他灾区救援的车队提供
畅通的通行条件，这个举措真的既便民
又暖心。

据郑州公交第四运营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让乘客少等车，更快地坐上
公交车，第四运营公司通过现场客流调
研、公交后台大数据分析、召开运营分析
会、从其他线路调配车辆等方式，使得
919 线路从原有的 34 台车增加到 75 台

车，并随时根据客流进行发车间隔调整。
同时，延长运营时间至23时。

记者了解到，截至 7月 29日 10:00，
郑州公交已恢复运营 339条，线路恢复率
100%。其中全线恢复运营线路298条，占
87.91%，区间运营线路 41条，占 12.09%。
为满足广大市民灾后交通出行需求，最大
程度减少乘客候车时间，郑州公交针对途
径人员密集的重要站点、交通枢纽站等主
干线路进行运力调整，通过采取缩小发车
间隔、增开区间车等措施，最大限度缩短乘

客候车时间，让出行更加愉悦、乘坐更加人
性、服务更加贴心。郑州公交还对办公场
所、调度室、场区，全面开展清理环境卫
生，防范灾后疫病。

另外，在各线路调度室配备足量的
84消毒液、酒精、免洗洗手液等防疫消杀
物资。同时，对公交车辆采用一次性消杀
和趟消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属公交车辆进
行彻底消杀，保障为广大乘客提供安全、
舒适的乘车环境。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我省将对受灾困难
学子开展资助工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实习生 尚瑜琪）

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涝灾害导致我省部分学生家庭生活
出现临时困难，省教育厅日前印发通知明确，各地各校要
主动排查，及时对遭受洪涝灾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
帮扶救助，保障他们的正常学习生活。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防汛期间学生
资助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将全面摸排受洪涝灾害影响
学生人数及其家庭经济状况，及时将出现经济困难的学
生纳入资助范围。

秋季入学后，各学校要尽快开展受助学生认定工作，
及时将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纳
入资助范围并给予最高档资助。各地各高校要落实好国
家助学贷款政策，确保困难学生“应贷尽贷”。各学校要
足额提取使用学校资助经费，采取开通“绿色通道”、实施
学费减免、发放临时困难补助、设置勤工助学岗位等方
式，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别是受灾家庭学生的正常
学习生活。对于受灾严重、无力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毕
业生，落实好贷款代偿政策。保障受灾学生的生活和学
习，努力缓解受灾学生实际困难。

党心连民心
防汛显担当

本报记者 孙志刚

“社区党委是我们的‘主心骨’，书记负责
任，危难关头帮我们协调抽水泵，也让我们看
到了希望。”7月 28日，工人路40号院灾后秩
序恢复，小区重现往日的生机与活力。老党
员肖更新见到记者，不停夸赞林山寨街道伊
河路社区党委书记王亚楠：“这小女孩儿，真
让我们刮目相看，做事这么认真，真不能小看
年轻人。”

工人路40号院也是林山寨村的安置房，
这个老旧小区里居住着832户居民。7月 20
日强降雨，工人路上的洪流直接灌进小区，
52个单元楼 104套地下室房屋被淹。汛情
就是命令！伊河路社区党委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组织对居住在地下室的居民疏散，有些居
民不舍家中物品，不愿意离开，王亚楠就苦口
婆心相劝，在人员全部转移后院内积水已经
将地下室淹没。

“边下雨边排水，第一天我们就上了2台
水泵，又到荥阳购买了2台，4台发电机，同时
抽排地下室的水。”据王亚楠介绍，伊河路社
区党委灾后恢复不等不靠，在面临同样困难
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为群众解忧。

伊河路社区党委下设5个党支部，现有党
员138名，积极分子2人，党委委员5人。居民
3461户、9844人，辖区公共单位56家，楼院22
个。不管是汛期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伊
河路社区党委始终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激活 138名
党员红色基因，在 18名社区工作人员和 17
个楼院长齐参与下，身着红马夹分布到社区
22个楼院当中亮身份、办实事，稳民心。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伊河路
社区党委在汛情抢险中充分动员群众，紧紧
依靠群众，把社区居民中的能人善用，每个楼
院以楼院长为核心组建以自管党员为骨干志
愿服务队5支，共青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5支，
巾帼志愿者服务队2支，参与群众256人，形成
强大的群众力量，每天统一由社区党委部署汛
情处置任务。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以身作则，
让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汛抢险一线。通过社区
的不懈努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7月
24日该辖区 4560 户群众恢复通水通电，整
个伊河路社区实现居住环境恢复整洁干净，
群众生活平稳有序，社区治理和谐共融。

公交车免费乘坐 乘客市民齐点赞

市人社部门

开展“店小二”服务
保障工伤职工权益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 马三套）特事特

办、绿色通道、24小时值班——7月 29日，记者从市人社
局获悉，为切实发挥工伤保险作用，保障参保工伤职工权
益，减轻企业负担，郑州市人社部门实行“店小二”服务。

建立咨询专线服务。为解决12333 因灾通信不畅，
诉求处理不及时等问题，对因汛情致伤职工开辟工
伤 申 报 、认 定 、待 遇 支 付 开 通 绿 色 通 道 专 线 服 务
（0371-67880870、67885719），畅通企业和职工咨询表
达渠道。积极做好对伤(亡)职工及所属单位的政策咨询
工作，讲清政策规定，一次性告知所需提交的材料。

畅通工作流程。强化内部工作人员统筹，明确办理
工作职责和人员，按照“统一受理、分类处置、办结答复、
审结归档”等环节的闭环运行。

特情特事立即办。对因防汛受伤(死亡)职工，简化程
序，即时受理、核实、办结，并及时送达认定结论；要当天
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对被认定为工伤的职工提出的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市劳动能力鉴定部门根据职工伤情
及时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开展鉴定工作，对情况特殊的
工伤职工可采取上门鉴定的方式；对因防汛受伤（死亡）
职工全程2日内落实工伤待遇支付。

截至目前，郑州人社工伤部门已受理因防汛受伤(死
亡)咨询609人次、受理280件、待遇支付1824712元。

防汛抗灾公益
豫剧MV首发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程双坤）“雷电齐
呼啸，乌云压天边……”昨日，由市豫剧院、市戏剧
家协会联合创作的公益豫剧MV《危难之中大爱
显》正式首发，为河南受灾地区群众唱响了灾后重
建、恢复生产生活的希望之歌。

该MV由市豫剧院导演徐连奇作词，国家一
级演奏员王兆逢作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国家一级演员张艳萍独唱，王凤琴、陈培、袁娜
娜 、孙飞、王国伟 、包东鑫合唱共同完成，生动再
现了一幅幅暴风雨中人们携手抗汛的感人场面，
体现了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华儿女团结互助、众志
成城的民族精神。

市民排队乘车，秩序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