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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老年住养区设置医疗和护理
工作站，为老人提供及时的诊疗护理，遇
急、重症可快速转至临床科室，为救治赢
得时间；还设置了无障碍专用餐厅、活动
室、浴室、图书室、音乐角，供老人休闲娱
乐；中医健康中心、医疗康复中心等，为老
年人提供全方位医疗康养。

而张凤仙老人说的“爱心食堂”，实际
上指的就是建在汝河小区的“日间照料中
心”。餐厅食材都是每天从超市购进新鲜
蔬菜，由专业厨师每天变着花样更新菜
品。像这样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目前中
原区已建成106个。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管城区的十八
里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有郑州首
创的社区养老“5A”级服务评价标准体
系。总面积 2200 平方米，设置养老床
位 50 张 ，除 了 建 立 健 康 档 案、慢 病 管
理、中医保健等机构养老服务，该中心
为自理、半自理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短
期托养、配餐助餐、助浴助洁等延伸到
家 庭 的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 截 至 2022 年
底，该中心已为 300 位老人发放防走失
设 备 ，提 供 助 浴 5320 人 次 ，开 展 助 餐
1.36 万人次，参与老年大学 3000 余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 50 多户，康复服务 680
人次，累计服务老人 3.28 万人次。

来 自 市 民 政 局 的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2 年 底 ，我 市 60 周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155.67 万 人 ，人 口 老 龄 化 速 度 持 续 加
快。去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养老服务
建设资金 3 亿多元，建设各类养老服务
机构设施 1290 余家、养老托老床位近 6
万张。到去年底，郑州已建成街道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 111 家，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 1019 家。实现全覆盖，打造了“15 分
钟养老服务圈”。据悉，郑州市已入选
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全国
医养结合试点、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重点联系城市等。郑州申报的“市、

县、乡、村四级联动”将护理服务延伸至

社区家庭，被评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单位经验创新模式。

幼有所护：
给孤残儿童一个温暖的家
晨间的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安静祥和：

大门左侧旁的菜地里各种绿植蔬菜，绿意

盎然；操场上特教老师正在教孩子 50米

跑步；教室里书声琅琅……

“今天准备做包子呢，刚做好，中午再

炒两菜就好了”在福利院的北侧一排三栋

楼房里住着 28户“类家庭”，记者走进马

姐的家，她正在厨房里忙乎着四个孩子的

中午饭。

11年前，马姐儿子上大学，她一下子

清闲下来，有次被朋友带到了儿童福利

院，看到很多孤残孩子，“我的心一下子被

揪住了，我就打定主意留下来，给她们母

亲般的爱。”

经过考核，马姐成了这 28 个“类家

庭”中的一员。“11 年，我带的孩子有 32

个，”马姐说，尽管有些辛苦，从没睡过囫

囵觉，每天几乎都是寸步不离跟在身边，

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早些年，我和婆婆两人在这里带孩

子，后来婆婆年纪大了，我老公又主动加

入进来”，马姐说，孩子们跟她老公特别亲

近，每天中午他去接孩子们放学，她在家

做饭，“孩子们见到‘爸爸’，都往他怀里

扑，不会说话的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孩子

们回家，也会喊我‘妈妈’，我们觉得特别

幸福和知足。”

马姐目前带了4个孩子，最小6岁多，

最大 11岁。三室一厅的家里，到处都可

以看到孩子们的印记。客厅的墙上挂着

马姐和孩子们的“全家福”。

据了解，“类家庭”是市儿童福利院
向社会公开招募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的

爱心夫妻，和院内的孤弃儿童组成家

庭，“家长”负责照顾孤残儿童的学习、

康复训练等，帮助他们回归家庭、融入

社会。

郑 州 市 儿 童 福 利 院 院 长 李 燕 说 ，

像 马 姐 这 样 的“ 类 家 庭 ”模 式 可 以 让

孤 弃 儿 童 回 归 家 庭 ，享 受 亲 情 ，健 康

快 乐 成 长 ，从 2009 年 至 今 已 持 续 14

年 。 为 提 升“ 类 家 庭 ”养 育 水 平 ，
2016 年 福 利 院 引 进 社 工 专 业 服 务 模
式 ，每 户 家 庭 都 有 自 己 的 责 任 社 工 ，

“ 这 样 一 来 ，社 工 可 以 及 时 发 现 孩 子

的 需 求 和 问 题 ，并 以 孩 子 需 求 为 出

发 点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服 务 ，达 到 解

决 问 题 的 目 的 。”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全市共有孤儿 1139 名。城镇社会散居

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每人每月

达 1390 元，农村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

活最低养育标准每人每月 1090 元，机

构养育孤儿每人每月 2080 元，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参照孤儿标准进行保障。

今年 1 月，全市下拨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 儿 童 保 障 资 金 898.08 万 元 。 实 施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为超龄上学孤

儿发放每人每年 1 万元助学资金。下

拨 受 特 殊 病 影 响 人 员 生 活 救 助 资 金

1373 万元。争取慈善资金，对年满 18

周岁后就读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的事

实 无 人 抚 养 儿 童 每 人 每 年 资 助 5000

元。为加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医疗保障，全额资助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
实施孤儿医疗“明天计划”项目，对孤
儿住院医疗费用自付超过 1000 元部分
实施全额保障。

民有所健：
构建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

家住高新区锦和公园附近的张红老
人，是位健步走运动爱好者，每天都在锦和
公园健身步道上锻炼。“以前找个健身步道
要走很远，现在这里的健身步道距离我家
特别近，每天来这里走个三五分钟就能到，
非常方便。”说起建在身边的全民健身设
施，每天都能从中“受益”的张红很是满意。

如今，像张红老人一样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全民健身设施的郑州市民越来越
多。从最初的“一场两台”到如今的智能
健身步道、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再配
以不断完善的运营管理机制，十多年来郑
州市持续把全民健身设施打造成民生“幸
福高地”，广泛激发各类群众参与健身活
动的热情。

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十三五”期
间，郑州市 923 个城市社区，112 个新型
农村社区新建或更新健身路径 2208 条，
建设多功能运动场 135 个、智能健身驿
站 60 个、社区活动中心 138 个，新建社
会足球场地 260 个，累计为全市 1792 个
行政村安装或升级改造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 2353 个，建设乡镇体育健身工程 86
个，农体工程、乡镇工程覆盖率在全省率
先达到 100%。截至 2021 年底，郑州市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 2.29 平方米。

2022年，全市共更新、新建全民健身
路径工程 400条、智能健身驿站 40个、社
区多功能运动场20个、社区健身活动中心
25个。接下来，郑州市体育部门将积极推
进全市 400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建设完
善以区级健身中心为引领、以街道级健身
中心为特色、以社区级健身中心为基础的
全民健身设施三级服务体系，进一步破解
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让更多市民参与
体育运动、培养运动习惯、畅享健康生活。

良策善举践初心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又是一年芳草绿，清明时节寄
哀思。临近清明节，市民祭祖扫墓、赏花踏青等活动明显增
多，文明祭祀、平安度假尤显重要。3 月 30 日上午，在嵩山路
南三环 722 路、138 路、4 路、3 路、82 路等公交站牌处，郑州公
交志愿者们正向候车的乘客发放文明祭祀倡议书，对乘客进
行倡导、宣讲。

记者了解到，郑州南三环及南部共有6个公墓，途经的公交线
路有 722路、138路、4路、57路、82路、49路、3路、B60路等。其
中，722路途经“烈士陵园”“万福陵园”“树木园公墓”“御泉陵园”

“郑州市殡仪馆”；4路、138路途经“烈士陵园”“万福陵园”；57路、
82路、49路、3路、B60路途经“云鹤山庄”。

722 路党员调度员贾洋洋说，清明节前夕市民出行意愿高
涨。连日来，多名公交志愿者纷纷走上站台，走进车厢，开展“绿
色出行，文明祭祀”宣传活动。同时清明节假日当天，志愿者还将
在路口进行交通疏导。

为了确保清明节期间市民安全出行，郑州公交第三运营公
司对所属千余台营运车辆进行全面安全性“体检”和服务卫生大
提升。此次检查的重点在于对公交车转向系统、灯光系统、刹车
系统、车门、轮胎、发动机等安全部件以及车载监视器进行全面
检查，建立故障清单，明确责任人，做到及时整改，使公交车辆安
全上岗。

另外，第三运营公司加大了回场公交车辆的卫生、消毒、车
辆的通风，强化运营优质服务，强化对文明祭祀、绿色祭祀、节
俭祭祀、平安祭祀的宣传。同时，清明节期间客流量增多，第
三运营公司将对现场车辆进行实时监控、调度，做出动态调
整，要求驾驶员检查“三品”，严禁易燃易爆危险品上车，宣传

“文明祭祀”。
志愿者刘亚航说：“希望大家采取鲜花祭祀、植树祭祀、网上

祭祀等方式进行祭祀，注意安全，不扎堆。”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吕靖
文/图）“满园暗香唤春色，郁樱缤纷竞
芳菲”。30日上午，郑州市人民公园内
樱花摇曳，郁金香绚丽绽放，“绿满商
都 花绘郑州”人民公园第二十六届郁
金香花展正式开幕，邀市民免费前来赏
花休闲。

本次花展由郑州市园林局主办，
郑州市人民公园承办，以“郁樱缤纷，
美好生活”为主题，展出时间为 3 月
30 日至 4 月 10 日，共展出郁金香 31
个品种 10 万余株：其中“米兰达”“潘
普洛纳”“甜点”等十余个品种更是首
次在人民公园展出，其间配置草花 8

万余盆；同步展出的还有“染井吉野”
“松月”“大岛”“普贤象”等樱花 38 个
品种 700余株。

花展以秋园广场和中心广场为主展
区，樱花园、西门、青年路等地也有展出。

“人在花中走,如在画中游”，满园春花让
市民群众感受生活的多姿多彩。

人民公园郁金香花展开幕
邀市民前往赏花休闲

人民公园内，多个品种郁金香绚丽绽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竞昳）记者昨日从郑州
大学获悉，该校生命科学院
日前与郑州源创基因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
技术开发合同——“抗肿瘤
免疫细胞激活组合物的关键
技术开发”项目合同总金额
1000万元，创我省肿瘤特异
性多肽研究领域最高技术转
移金额纪录。

据悉，郑州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是郑州大学直属院
系，其肿瘤免疫与多肽生化
课题组为河南省“创新型科
研团队”，在肿瘤免疫与创
新药物交叉学科领域独具
特色，近年来承担国家级项
目 17 项、省部级项目十余

项 ，并 在 相 关 领 域 知 名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SCI 论文 4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0
余项。郑州源创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
从事干细胞（免疫细胞）存储、制备及转化
应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9 年获“郑
州市体细胞制备与再生医学工程研究中
心”、郑州市“专精特新”企业及郑州航空港
区创新发展先进企业称号，2021 年被认定
为“郑州市新型研发机构”“河南省新型研
发机构”。

根据协议，郑州大学拥有的关于食道
癌、乳腺癌、直肠癌方向的七件特异性多肽
发明专利全部转让给源创基因。双方将
发挥各自优势，以肿瘤免疫治疗为核心，
就抗肿瘤免疫细胞激活组合物的关键技
术开发项目进行深度合作；共同研发申报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或《医疗器械注册
证》，从而获得肿瘤特异性多肽类《药品生
产批件》和《新药证书》；针对行业关键核心
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形成技术标准，提升技
术竞争力，助推我省细胞产业健康、稳定、
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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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铁河南大学新区站
E口、市委党校站F口启用

本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从郑州地铁运营分公司了解到，为方
便市民出行，地铁 1号线河南大学新区站E口和 14号线市委党校
站F口于2023年 3月 31日启用。

河南大学新区站共设D、E、F三个出入口，其中E口位于明理
路北段，车站西北侧。

市委党校站共设D、E、F三个出入口，其中F口位于中原西路
与长椿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东。

郑州在校大学生
三天免费乘地铁

本报讯（记者 张倩）为助力青年人才“奋进向前 畅游郑州”，郑
州地铁开展“在校大学生免费乘车”活动。4月 1日、2日、5日，郑
州在校大专及以上学生，可免费乘坐地铁。

活动规则如下：在2022年暑期大学生免费乘车活动中已完成
注册的大学生将直接开通商易行APP免费电子乘车凭证权限，无
须再次申请注册。

未申请注册且符合优惠条件的在校大学生凭本人有效学
生身份证明（包含学生证、学信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截图、“支付宝学生验证”截图等）可在商易行 APP 实名注册并
上传相关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免费乘车电子凭证权
限。活动期间使用商易行 APP 扫码/刷脸乘车即享不限次数
免费乘坐地铁。

商易行 APP 线上申请注册开放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30 日
至 4 月 5 日。如申请注册过程中系统显示审核中，符合优惠
条件的在校大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身份证明（包含学生证、
学信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截图、“支付宝学生验证”
截图等）至郑州地铁线网（含 3 号线一期）任一车站领取免费
车票（爱心票）或根据车站工作人员指引边门进/出站免费乘
坐地铁。

保障绿色出行
助力文明祭祀

公交车长在车厢里张贴“绿色出行，文明祭祀”倡议书

“艺术的红旗渠”少儿
公益活动开启报名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省美术馆获悉，4 月，该
馆 2023 少儿美术系列公益活动将聚焦“艺术的红旗渠”主
题。目前第一期活动已开启报名，感兴趣的家庭可免费报名
参与。

据了解，“艺术的红旗渠”艺术体验活动旨在让大家在艺术体
验中继承和发扬红旗渠精神，共包括五期活动，分别为“点点的小
世界”“春艺画卷”“谷雨印记踏新颜”“我爱地球——装扮地球妈
妈”“小兔子的新房子”，将陆续于4月的每个周末举行。大家可及
时关注河南省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

为提高少儿的艺术鉴赏力，为少儿提供更便利、更丰富的艺
术教育服务，近年来，省美术馆开展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少儿
美术系列公益活动，并特别开设了少儿美术体验区，推出了众多
美术馆精品课程、美术体验等活动。美术名家、专业的美术老师
进行现场指导，孩子们可以免费在这里与名家面对面学习交流。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
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

数字彰显民生温度。2022 年省市重
点民生实事超额完成；新增城镇就业13.3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 万人、稳岗
267 万人；新投用公办幼儿园 76 所，市区
新建中小学校 24 所、投用 22 所，投用高
中 9 所；4 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通过验收，新建更新社区健身活动中心
20 个；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111 个、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 1019 个、特困供养机构
12个、家庭养老床位6050张；发放高校毕
业生生活补贴 5.09 亿元、老年人高龄津

贴 2.89 亿元、残疾人“两项补贴”9162 万
元、特殊困难群众救助金 5 亿元；棚户区
改造新开工 7791 套、建成 39223 套、交付
15503 套，实物分配公租房 10492 套、人
才公寓 1110 套，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213
部……一组组数字背后，充分体现了“民
之所盼，政之所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到郑州，
我们要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坚持在
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补齐民
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让

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在高质量发展中落
地生根、精彩绽放。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要清
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依然
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
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
可能发生。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兜牢
民生底线、着力改善民生。具体到郑州，
我们要努力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落实落细就业优
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要高质量建设美好教育，持续
建设健康郑州，加快体育郑州建设，支持
养老托育事业发展，优化食药监管和市场

保供；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
持续用力，切实把社会保障体系的“网底”
编实、筑牢，以行动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国之所立，以为民也。”增进民生福
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没有终点，只有连
续不断的新起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把事
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抓实抓好，不断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我们就一定能凝聚人心、汇聚众力，持续
推动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
效，为全省全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作出更
多积极贡献。

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郑实

郁金香花展区，市民在赏花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