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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4400年暨信阳撤地设市 2200年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张国亮 马保群

漫步于信阳, 一幅幅美景
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河犹如
一条绿色丝带穿城而过，“山水
环绕、绿树成荫、城在景中、景
在城里”的美景尽收眼底。湿地
公园、百花之声大剧院、百花之
窗、 信阳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
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镶嵌
在这幅美丽的画卷中……

改革开放特别是撤地设市

以来，市委、市政府始终以人民
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加
关注民生意愿、 更加注重城市
品质、更加完善城市功能、突出
创新管理、突出城乡统筹”为导
向，全面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不
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

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 扶贫解困精准到位，就业促
进稳步提升，社会保障进一步完
善，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
事业成效显著，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百姓安居乐业……
一份份暖心的民生 “成绩单”，折
射出市委、市政府民生至上的执
政理念和责任担当，温暖着 800
多万信阳人民的心窝。

奏响幸福最强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近年来， 我市每年都向全市人
民作出 “集中力量为人民群众
办好十件实事”的承诺。 每年十
件民生实事，既是为政者的“民
生答卷”， 又是老百姓的民生福
祉， 年年被纳入市政府工作议
程，领域逐年扩大，标准不断提
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步伐从未
放缓。

民之所盼，政之所为。实施
民生十件实事， 是一项巨大的
系统工程。从资金的筹集，到各
项配套政策的研究制定和贯彻

实施到位； 从每一项工程的立
项、开工，到后期质量的跟踪、
考核、验收，都需要做大量艰苦
细致、深入扎实的工作。夯实民
生基础， 确保民生得到持续改
善，市委、市政府一直在努力。

小场地，大作为。 当前，随
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

加，停车难的问题日益突出。针
对这个难题，2017 年， 我市把
建设公共停车场提上了议事日

程，积极筹措资金，“上天入地”
修建公共停车场。 目前河公
园东门停车场已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投入使用；申碑路停车
楼正在紧张施工， 该项目为地
上 7 层建筑， 规划智能式停车
泊位 275 个，预计 2018 年年底
建成投入使用。

小街巷，大景观。如果说主
干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
背街小巷就是城市的 “里子”。
“里子”的好坏，关系到居民的
生活质量。近年来，我市高度重
视背街小巷综合整治， 并将其
纳入 2017 年十件实事，对背街
小巷不仅进行道路平整、 景观
绿化、 安装路灯等基础设施改

善，同时按照“一街一形象、一
巷一风格”的思路，给每一条背
街小巷赋予不同的文化元素，
展示文化景观，打造文化长廊，
让背街小巷成为一道道独特的

风景。 截至 2017 年年底，已综
合整治中心城区 226 条背街小
巷，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小公厕，大环境。 公厕和垃
圾中转站这一城市基础公共设

施，是最真实、最贴近民生的细
节。截至 2016年年底，中心城区
已建成公厕 81座， 垃圾中转站
23座， 但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推进， 城区面积不断扩
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原有设
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适应城
市发展需求，2017年，我市加快
了中心城区公厕和垃圾中转站

的建设速度， 新建垃圾中转站
30座，新建、改造公厕 37座，极
大解决了如厕难、垃圾倾倒难问
题，大大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
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小菜场，大民生。 近年来，
我市结合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和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对农
贸市场经营秩序和环境开展专

项整治， 基本实现中心城区农
贸市场的环境卫生整洁、 经营
秩序规范、商品交易公平、百姓
消费安全。“改造后的农贸市场
就是好，地面干净，空间宽敞，
在这里买菜舒心、方便。 ”说起
改造升级后的平桥龙江路农贸

市场, 市民熊文静女士赞不绝
口，干净、整洁、畅通，是改造后
的农贸市场给她的第一印象。

小厨房，大安全。 2017 年，
市委、市政府将学校（幼儿园）
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建设列
入十件实事，以“明厨亮灶、阳
光操作”为主线，借助网络传输
技术， 对 100 多家学校 （幼儿
园）食堂的厨房环境维护、食品
原料储存和加工过程、 餐具清
洗消毒等情况， 通过视频播放
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展示。随着
明厨亮灶工程的实施， 我市越
来越多的餐饮行业加入这一行

列，“明厨亮灶” 也成为我市餐
饮行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小公交，大交通。城市公交
作为现代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动

脉， 是方便广大人民群众乘车
出行不可替代的民生事业。 为
减少城市与日俱增的汽车尾气

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 大力提
升城市品位，2018 年， 我市把
优先发展和扶持城市公交事业

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服务
民生的重要抓手强力推进，计
划购置新能源空调车辆 200
辆，首批 100 辆已交付，正筹备
剩余 100 辆购置工作， 组织调
研和规划新增 5 条公交线路。
目前， 羊山新区公交中心枢纽
站、 信阳高新区公交城东停保
场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为百姓办事，请百姓监督，
让百姓评判。一项项民生工程，
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一件
件民生实事， 如一缕缕灿烂的

阳光，温暖着千家万户；一幅幅
温暖的民生画卷， 在百姓身边
次第展开。

铺就群众健康路

“农民出小头， 政府出大
头，生病有靠头！新农合政策越
来越好， 让俺们农民得到了更
多实惠。”平桥区长台关乡余成
龙老人说，以前看病贵，大家都
认为 “救护车一响， 一头猪白
养”，大病拖，小病扛，不到不要
命时一般不到医院， 如今不一
样了，看完病还能报销。

“以前得了病，担心没有钱
去看病，现在好了，有了轻度慢
性病医疗救助政策， 俺们看病
也能减轻一点负担了。 ”2017
年 8 月， 罗山县首创了贫困人
口轻度慢性病医疗救助政策，
楠杆镇石畈村患糖尿病的贫困

户胡荣树领到轻度慢性病医疗

救助“定点就诊卡”时，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2017年， 光山县以争创全
国健康扶贫工程示范县为抓手，
在全省率先建立“六道医疗保障
线”， 其中健康救助基金池的设
立，对未脱贫困难群众的自费医
疗费用部分再报销，极大缓解了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让每
一个困难群众都切实享受到健

康扶贫政策带来的红利。
这些仅仅是我市关注民

生、改善民生的生动缩影。
健康助力小康， 民生牵着

民心。自 2009 年新医改启动以
来，特别是“十二五”和党的十
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作为民生工

作的重点，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不断改善健康服务
条件，持续优化健康生活环境，
着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全市
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新成

效，实现了新跨越新发展。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普惠群

众。我市自启动新医改以来，积
极探索并实践符合我市实际的

医改新思路、新模式，在全国率
先实现每个行政村拥有一所标

准化的村卫生室； 息县作为全
国、全省县域医改试点县，按病
种付费、 协作医疗等改革走在
全国前列； 医疗机构重点药品
监控目录为全省首创， 得到省
卫计委的高度肯定并在全省推

广。 农村居民重大疾病新农合
保障病种扩大到目前的 35 种。
新农合大病保险顺利实施，我
市参合农民在省、市、县、乡、村
五级医疗机构全面实现新农合

直补。 各县区的综合医院全部
完成改造升级， 实现了倍增目
标。 医疗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
全面实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和优质护理服务工程，切实解
决了“三无”人员、无力支付的特
困急救患者的医疗救治难题。

新农合保障作用日益显

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面实
施，乡镇卫生服务机构广泛“布
点”，医院基础设施全面提升……
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医疗惠民举

措，为群众铺就一条“健康路”。

织牢社会保障网

社会保障是民生所依。 近
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民生问题，
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信

阳全面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坚决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建
立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
体系，织牢民生福祉保障网，让全
市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福利事业百舸争流。 改革
开放特别是撤地设市以来，我
市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如雨后春

笋般纷纷涌现, 以村为单位建
设的农村养老大院也逐渐兴

起。 截至 2017 年，通过撤、并、
改等方式， 全市共投入使用农
村敬老院 189 个、 农村幸福院
359 个、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46
个、光荣院 7 个、军休所 4 个、
民办养老机构 34 家，多途径缓
解了全市 110 万老年人的养老
需求。

提标扩面应保尽保 。 自
1999 年开始，我市实施城市低
保制，2006 年全面实施农村低
保制， 并建立了低保标准自然
增长机制， 实现了动态管理下
的应保尽保， 低保标准逐年提
高；先后出台了《信阳市社会救
助实施细则》《信阳市临时救助
实施办法》《信阳市救助申请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实施办法》等，

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建立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打
通一条快捷救助新通道， 让党
和政府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

困难群众的心灵。仅 2017 年全
市救助保障城乡低保、 特困供
养人员、临时救助对象、医疗救
助对象96.8 万人次， 发放各类
救助保障金 10.6 亿元。

安居工程惠及城乡。 近年
来， 我市把棚户区改造作为重
大民生工程紧紧抓在手上，作
为改善群众人居环境、 提升城
市品质的重要杠杆，创新思路，
勇于破题，敢于攻坚，走出了一
条符合我市实际的棚改路径。
2011 年至今，全市共实施棚户
区改造项目 224个， 建设安置
房 67036 套，其中，中心城区项
目 122个 42742套；各县区 102
个 24294 套。 开工建设中央投
资补助公共租赁住房 52517
套，其中，政府投资建设 48945
套， 企业投资建设 3572 套；分
配公共租赁住房 44986套。

危房改造温暖民心。为扎实
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我市紧
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中保障
住房安全的战略部署，以“统筹
规划、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创新
方法、精准实施”为工作原则，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
4类重点对象实施危房改造，累
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185618
户，极大地帮助和支持农村贫困
群众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回看我市 40 年的民生路，
恰是社会建设新历程。“民生信
阳”留下了一串串解民忧、惠民
生、聚民心的扎实脚印，成为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发

展的幸福源泉。
风雨兼程披荆棘，而今迈步

正当时。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以
更有力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
继续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上不断取
得新进展， 继续书写美好生活
的新答卷。

河两岸美丽景色 本报记者 王 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