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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省重点民生
实事进展情况公布

本报讯（记者 李娜）2023年省重点民生
实事进展如何？我省交出了前三季度的成
绩：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取证——截
至 9月底，已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327.3 万人
次，新增技能人才（取证）286.2万人，新增高
技能人才（取证）108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109.1%、143.1%、135%。

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截至 9 月
底，新开工乡镇寄宿制小学 131所，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87.3%。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截至9
月底，已完成 1250 个家庭医生团队（共
5002 人）线下培训、16.75 万名基层卫生技
术人员在线培训，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0.04%、111.64%；59974个行政村卫生室
基本运行经费补助现已拨付至各市县。

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截至 9月底，全省已完成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67265户，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112.1%。

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截至9
月底，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 88.5 万人、乳腺
癌筛查90.5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10.6% 、113.1% ；免 费 产 前 筛 查 覆 盖 率
87.87%，新生儿“两病”筛查率99.58%，新生
儿听力筛查率 99.21%，分别高于年度目标
任务22.87个、4.58个、4.21个百分点。

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进村（社区）
行动——截至 9月底，已开展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进村（社区）活动 4189场，覆盖青少
年 18.1 万余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39.6%；开展个案心理咨询 17343人次，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15.6%，覆盖重点青少
年群体 7458 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24.3%；222个“青翼家园”工作阵地完成选
址并正在建设中。

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截至 9 月
底，39995 名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134%。

深入推进城市更新——截至 9月底，已
完成居民用户燃气安全装置加装 867万户，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6.7%；新开工改造老
旧小区 3349个，涉及居民 37.5万户，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 98.7%；累计完成“病害”窨井

盖整治 22 万余座，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10%。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截至 9 月
底，累计改造农村公路 7582公里，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151.6%；32735个行政村设立村
级 寄 递 物 流 服 务 站 ，全 省 覆 盖 率 达 到
73.6%；已完工 5000个配电台区、5000千米
10千伏及以下线路，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100%和 100%。

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截至 9月底，全省通过“一卡通”系
统集中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256项，累计
发放补贴资金 421.2 亿元，惠及群众 2842.8
万人，使用社保卡领取补贴的比例达到
99.93%。

规范升国旗仪式
让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心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昨日，中原区中小学升国旗观摩活
动在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举行，广大师生在庄严的升旗仪式
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10月 24日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
行。中原区严格落实河南省国防教育“三进三抓”总要求，把
校园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以规范升国旗为主要
形式，爱国主义从中小学抓起，让广大师生接受教育和熏陶，
让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心。升旗仪式上，伴随着《义勇军进行
曲》，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整个升旗仪式庄严而神圣，让师生受
到精神洗礼和升华。

升旗仪式后，还举行了国防教育专题讲座，邀请国防大
学军事管理学院军事教育训练教研室副教授程晓东作了
《推进新时代中小学生国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的专题
报告。

改善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

河南启动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
本报讯（记者 王红）口腔健康与全身

健康息息相关。10月 30日，记者从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获悉，今年起，全省启动实施
为期 3年的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改善

“银发族”口腔健康状况，提升老年人健康
水平和生命质量。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中老年人群牙周健康率不足
10%，其中，55~64岁年龄组的牙周健康率
仅为 5.0%，65~74岁年龄组的牙周健康率
为 9.3%。与之相对应的是，口腔疾病对老
年群体的影响更为严重，龋病、牙周病、牙
缺损、牙缺失等口腔疾病不仅会影响人体
日常咀嚼、言语、美观等功能，由此带来的
感染和炎症因子还会加剧心脑血管病、糖
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等慢性病，明显降低老
年人的生命质量。

今年起至2025年，河南省将组织开展
为期 3年的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提升
老年健康服务能力，改善老年人口腔健康
状况，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按照计划，2024年 6月底前，全省各地
全部启动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专
项活动中，全省各地将通过科普讲座、赠送
口腔护理包等多种形式普及老年口腔健康
知识，开展老年口腔健康公益活动。按照计
划，各地将组织口腔疾病预防、诊治等综合
实力较强的医疗卫生机构，组建专家团队，
深入社区、村镇为基层老年人群开展口腔健
康义诊巡诊。针对特殊老年群体，各地将有
计划地开展上门口腔健康检查活动，有条件
的可通过募集、慈善捐赠等形式为有需求的
老年人免费发放口腔护理工具。此外，全省
各地将开展基层专业人员老年口腔健康教

育、口腔疾病防治、口腔护理等实用技术培
训，定期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员到
上一级对口医院口腔科进修学习，提升基层
专业人员老年口腔健康服务能力。

促进全身健康，老年人该如何做好口腔
健康护理？专家建议，人老掉牙不是必然规
律，老年人只要口内还有牙齿，就应每天坚
持早晚刷牙，刷牙要避免用力过大，要选用
合适的牙间隙清洁工具。如果老年人有牙
龈红肿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与移位等
问题，需要警惕，应及时就诊，积极治疗。如
果有无法保留的牙齿应及时拔除，牙齿缺失
后要及时修复，避免残留的牙冠、牙根引起
全身感染。此外，由于老年人口腔疾病的患
病率高、发展速度快、自我修复能力弱，老年
人需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有利
于早发现、早治疗口腔疾病。

消防安全宣传进公交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靳涛）为助力广大市民树立

牢固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消防应急自救能力，昨日上午，公
交 B11路驾驶员周海燕在十米车厢里设置了消防安全宣传
专栏，向广大乘客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将其概
括为 8 个字，即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昨日，来自公
交 B11 路的公交驾驶员周海燕一边将消防安全知识张贴
在公交车厢，一边讲述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周海燕
介绍，由于 B11 线路途经的中小学校园比较多，上下学过
程当中，选择乘坐公交车出行的中小学生不在少数。在
车厢内设置消防安全宣传专栏，不仅可以让孩子们利用
碎片化时间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还能进一步掌握一些必
要的车厢安全逃生技能，帮助孩子们始终将出行安全放
在第一位。

郑州出台三年行动计划
力促生态环境更美好
（上接一版）关停规模小、煤耗高、服役时间长、排放强

度大的燃煤机组。2024年年底前，关停整合 30万千瓦以上
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合理半径范围内落后燃煤小热电机组
（含自备电厂），稳妥有序淘汰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
锅炉和散煤。

建设黄河流域美丽幸福河湖示范段

美丽河湖是一座城市的生态底色。按照《行动计划》，我
市要建设黄河流域美丽幸福河湖示范段。按照“持久水安全、
优质水资源、宜居水环境、健康水生态、先进水文化、科学水管

理”标准，开展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2023 年年底前，完成黄河

干流、伊洛河、颍河、贾鲁河、双洎河排污口排查任务，并完

成 80％溯源和 50％整治任务；2024 年年底前，完成全市所

有河流及湖库排污口排查溯源，基本完成整治任务。2025

年年底前，完成全市所有河流及湖库排污口排查整治；建

成技术体系科学、管理体系高效的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制

度体系。

加强重点河湖保护治理。以枯河、潮河、十七里河、七里

河等污染相对较重河流治理为重点，建设一批水污染防治工

程。开展尾矿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施一批生态保护和修

复项目，推动河湖水生态功能恢复。保障重点河湖生态基流，

制定水量调度方案和调度计划，到 2025年，重点河流控制断
面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

河南省创新方法大赛落幕
10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李娜）近日，2023 年河
南省创新方法大赛暨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河
南赛区决赛落下帷幕。30个项目进入决
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来自风神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的项目《解决子午工程轮胎胎圈
鼓包问题》、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项目《基于 TRIZ 的电动汽车高压大
电流互接装置创新设计》、龙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项目《基于 TRIZ 理论综合回用
废副产品的人造金红石高效生产工艺研究
与应用》等10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来自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的项目《基于 TRIZ 创新理论解

决高固相含量的陶瓷浆料 3D打印效率低
的问题》、南阳金牛电气有限公司的项目
《基于 TRIZ 理论的防雷绝缘子的设计》、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公司的项目
《狭小空间作业螺丝刀》等 20个项目获得
二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培育创新人
才，做强实体经济”为主题，由省科协、省
科技厅联合主办。本次大赛共计 226 个
项目 678 名科技工作者报名参赛，经初
筛，178 个参赛团队、500 余名企业科技
人员正式参赛。据统计，178项项目共申
请发明专利 200 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37 项，授权发明专利 121 项，授权实用
新型专利 211项；共 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3 项打破国外垄断，1 项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1 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1 项为
行业重大难题。实现经济效益 319 亿
元，其中超过 10 亿元的有 4 项，1 项达到
百亿元。

报名参赛的 226 个项目既有涉及国
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也有掌握核心技术的
中小微企业，涵盖钢铁、电力、通信、高端
装备、新能源、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
料等我省多个传统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

郑州市2023年度
社科学术年会启动

本报讯（记者 秦华）10月 30日，郑州市2023年度社科学
术年会开幕式和首场专题报告会在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举
行，郑州市2023年度社科学术年会正式启动。

据了解，自2012年起，社科学术年会已连续举办十一届，
逐步成为我市的一个社科研究平台和学术品牌。

今年学术年会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办，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承办，围绕着“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郑州新实
践 ”主题，设置 1个主会场、10个分会场，采取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活动将持续至11月中旬，将组织开展系列
学术研讨、学术报告、社科宣传等学术活动。

昨日的开幕式后组织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场专题报告会，主会场还组织召开了

“省会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各分
会场围绕“推进优势再造战略培育枢纽经济”“当好国家队、
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建设”等方
面进行专题研讨。

本报讯（记者李娜）
昨日，记者从省人社厅
获 悉 ，2023 年 度 事 业
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
位申报工作已启动，受
理申报材料的截止时
间为 11月 30日。

此次申报范围为：
符合专业技术二级岗位
设置条件的事业单位。
申报人员一般为现聘在
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根据
相关文件要求，为促进
青年专技人才在专业技
术二级岗位评审中脱颖
而出，拟推荐一批主要
承担国家和省级以上重
大研发项目和战略性任
务的 45 岁以下正高级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可
不受岗位申报比例限制
参加评选。

据悉，我省今年专
业技术二级岗位数量
按正高级专业技术岗
位 总 量 的 10% 确 定 。
全省根据事业单位发
展实际和人才队伍建
设 需 要 实 行 总 量 、条
件、结构控制。对二级
岗位人员相对集中趋
于饱和的同类和相近
专业学科统筹调控，用
于急需、紧缺的相关专
业学科。专业技术二
级岗位未达到本单位
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包括同类专业学科)总
数 10%的事业单位可

以推荐申报人选。管理岗位兼职专业技术
二级岗位人员超过二级岗位聘任总数三分
之一的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再推荐兼职人
选。同时，注重向七大产业集群、28条现代
化产业链、新型研发机构和重大科研创新平
台的专业技术人员倾斜。在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以及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等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重要成果，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事业单位或在相关领域取得重
要成果并在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基层一线
事业单位，可适当提高申报比例。

申报专业技术二级岗位应符合规定的
基本参考条件。突出岗位业绩、贡献导向，不
再将称号、“帽子”、学术头衔等的数量、层次
作为限制性条件或直接依据。重点向这 11
个参考条件倾斜：国家实验室等国家级相关
实验研发基地和平台负责人；国家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或者国家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负责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做出系
统性、创造性的成就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
题主要负责人；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等省级
相关实验研发基地和平台主要负责人；国家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第一主持
人；代表本行业全国先进水平的技术成果主
要研发者或主持人；承担河南省“十大战略”
研究、转化、推广等关键性技术任务主要负
责人；获得事业单位记功、记大功奖励的，同
等条件下可适当放宽聘任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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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河南代表团再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河南
省人社厅获悉，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近日闭幕，我省获得 4个金
奖、3个银奖、5个铜奖，刷新我省在全国博
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中的获奖纪录。同时，
河南代表团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本届大赛以“智汇赋能发展 博创引
领未来”为主题，是自 1985 年我国博士
后制度实施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
最 高、覆 盖 面 最 广 的 博 士 后 全 国 性 赛
事。大赛设创新赛、创业赛、海外（境外）
赛和揭榜领题赛四个组别，每个组别分
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 7

个赛道进行比赛。
河南省代表队由 41个博士后团队项

目组成，参赛项目包括 15 个创新赛项
目、16 个创业赛项目、4 个揭榜领题赛项
目、6个海外（境外）赛项目。经过激烈比
拼，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李文婷荣获农
业与食品创新赛金奖，Hossein Shah-
beik、林璐获得新能源新材料海外（境外
赛）金奖；来自郑州大学的岳彩通获得新
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赛金奖，狄丹阳获得
其他专业创新赛金奖。在现代农业与食
品创新赛、生物医学与健康创业赛、其他
专业创新赛中，我省选手祖少坡、陈春

霞、陈香萌分别荣获银奖。此外，刘培
松、方璐、姜义宝、王胜超、毋亚运带来的
项目在决赛中获得铜奖。

近年来，我省博士后工作坚持与经济
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实现了产业链、技术链
和人才链的有机融合。目前，我省已设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81个，涵盖 11个学科
门类的59个一级学科，设立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含分站）245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 422个。博士后招引人数由 2018年的
596 人增长到 2022 年的 2003 人，全省累
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9500余人，目前在
站博士后近6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