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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实施办法》

多项举措保障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孙琦英）网约车司机权益如何维
护？外卖小哥安全如何保障？记者 10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获悉，包括该厅在内的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出台多项举措，切实维护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含哪些劳动者？《实施办法》明确，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
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实施办法》明确，企业不得以缴纳保证金、押金或者其他名
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不得违法限制劳动者在多平台就业；应将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保障劳动者提
供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应按法律法规
规定保障劳动者的正常休息休假权，在法定节假日支付高于正
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理报酬，合理管控劳动者在线工作时
长，降低劳动强度；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
重视劳动者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企业要依法参加社会保
险，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做
到应保尽保，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
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督促指导平台企业参加灵活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与当前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
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本报讯（记者 李娜）到 2025年，全省粮
食加工业总产值达到3500亿元，培育10个
以上 20亿元的大型粮食物流产业园区……
记者昨日从省政府获悉，我省近日印发《河
南省“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
明确上述任务目标。

河南省“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
目标是什么？《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年，
河南将基本建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现代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保障体系。全省

粮食加工业总产值达到 3500亿元，粮食精
深加工产值占比达到 40%，粮食加工转化
率达到 65%以上。粮食完好仓容稳定在
9000 万吨，培育 10个以上 20 亿元的大型
粮食物流产业园区。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品
种达到 30种以上，仓容面积达到 43000平
方米以上。

《规划》明确工作重点，提出“十大工
程”。《规划》提出构建粮食储备、粮食调控、
粮食产业、粮食仓储物流、物资储备、科技人

才支撑、依法治理等“七大体系”，谋划实施
粮食储备体系升级、粮食调控能力提升、粮
食加工业布局优化、粮食产业升级、粮食物
流枢纽、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提升、救灾物资
储备基础设施提升、科技人才兴粮兴储、数
字粮储、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能力提升等

“十大工程”，全面增强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为确保规划任务如期完成，《规划》提
出，我省将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

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粮食和物资储备重
大项目建设。积极争取粮食仓储设施中
央预算内投资和债券类资金，支持粮食仓
储物流设施建设。用好粮食风险基金、粮
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和河南省粮油
深加工企业扶持基金，支持粮食储备、收
购、加工等。统筹利用商品粮大省奖励资
金、超级产粮大县和产油大县奖励资金
等，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促进粮食产
业转型升级。

我省印发“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

到2025年粮食加工业总产值达到3500亿元

郑济高铁郑濮段
接触网全线送电完成

“郑好办”APP开通
“兵役义务”专栏

实现线上报名应征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通讯员 张利雪）记者昨日
从市征兵办公室获悉，全市兵役登记和征兵报名工作已全面展
开，为应对疫情、方便群众，郑州市征兵办联合郑州市大数据管
理局在“郑好办”APP开通“兵役义务”专栏。广大适龄青年可
直接通过“郑好办”了解征兵有关政策法规，进行线上兵役登记
和报名应征。

根据《兵役法》规定，当年 12月 31日前年满 18岁的男性公
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兵役登记义务。每年兵役登记时间
为 1月 1日至 6月 30日。已经进行过兵役登记，有参军意向的
可直接参加网上应征报名，上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 2021年 12
月 1日至 2022年 2月 10日 18时，下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12月 1日至2022年 8月 10日 18时。

据了解，为适应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优化兵
员结构，提高部队战斗力，国家将大学生作为重点征集对象，明
确省会城市不征集初中生入伍。按照这一要求，今年郑州市根
据实际，以征集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为主（含高级技工学
校和技师学院毕业生）。适龄青年可通过“郑好办”查询相关政
策，也可拨打市征兵办咨询电话 63330942、63330943，或发送
邮件至zzszbb0371@163.com了解征兵政策信息。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省政府
获悉，我省发布全省 80岁及以上长寿老人
情况，全省 80岁及以上长寿老人数量居前
三位的省辖市是周口市（24.28万人）、南阳
市（23.28万人）、郑州市（22.02万人）。

80岁及以上长寿人口逾238万
据2020年河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中80岁及以上长寿人
口有238.86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2.40%，
比2010年“六人普”上升1.07个百分点、增加

113.58万人；全省 90岁及以上长寿人口有
32.45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0.32%，比“六
人普”上升0.18个百分点、增加18.48万人。

城镇长寿老人增加快于乡村
“七人普”资料显示，全省 80岁以上的

长寿老人达到 238.86 万人，其中居住在城
镇的为 105.10万人，占全省 80岁以上长寿
老人的比重为 44.0%；居住在乡村的为
133.76万人，占全省 80岁以上长寿老人的
比重为56.0%。

“七人普”与“六人普”相比较，城镇长寿
老人增加快于乡村。“七人普”全省 80岁以
上长寿老人较“六人普”净增加 99.69万人，
增长 71.6%。从城、乡居住地人口分布情况
看，居住在城镇的长寿老人增加了 63.19万
人，所占比重上升 13.9个百分点；居住在乡
村的长寿老人增加 36.51万人，所占比重下
降13.9个百分点。

长寿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
从“七人普”80 岁以上长寿老人的性

别情况看，在 80 岁以上城镇人口中，女性
为 52.68 万人，占比为 57.7%；在 80岁以上
乡村人口中，女性为 68.67 万人，占比为
59.6%。在 90 岁以上城镇人口中，女性为
8.97 万人，占比为 64.7%；在 90 岁以上乡
村 人 口 中 ，女 性 为 13.46 万 人 ，占 比 为
72.7%。

由此可见，无论是 80岁以上还是 90岁
以上、无论是居住在城镇还是乡村，女性长
寿老人数量均高于男性长寿老人。

郑州长寿老人数量居全省第三
全省 80 岁及以上长寿老人数量居前

五位的省辖市是周口市（24.28 万人）、南
阳市（23.28 万人）、郑州市（22.02 万人）、
商 丘 市（21.38 万 人）和 驻 马 店 市（20.44
万人）。

我市80岁及以上长寿老人达22.02万人
数量居全省第三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李佳文 文/图）1月 10日 19
时 16分，郑济高铁郑濮段全线接触网送电完成，为下一步
接触网热滑试验及全线联调联试打下基础。

据了解，本次送电工作从 1 月 10 日 8 时开始，从郑
州往濮阳方向推进。平原新区、榆林庄、后吾旺村 3 座
牵引变电所逐级合闸，陆续完成向铁路沿线接触网输送
27.5 千伏电源。至当天送电完成，郑济高铁郑濮段全线
供电线路、接触网及相关设备均实现带电。

送电工作开始前，建设单位精心编制送电方案，严格
按规程操作。提前将送电公告送达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并
张贴在施工沿线，确保了送电安全。

送电完成后，现场施工人员开展了线路和设备检测，接
触网受电后无任何异响，变压器设备通电正常，各部绝缘状
态良好，各项技术参数均满足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标准。

接触网设备正式送电完成后，郑济高铁郑濮段热滑试
验工作即将启动，为下一步设备联调联试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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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机关召开动员会

锻造作风实干立身争先出彩
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上接一版）是服务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是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模范机关创建成果的重要抓手。

会议要求，市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开展“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大意义，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扎扎实
实把市政协机关的活动抓紧抓实抓好，切实提升能力、锻造作
风、实干立身、争先出彩，为推动我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要准确把握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部署要
求，明确着力关键、重点任务，提高履职能力、练就过硬本领，持
续改进作风，创造一流业绩。要切实加强开展“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的组织领导，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为
中原更加出彩、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