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本报讯（记者 窦娜）8 月 6 日，记者
从国家统计局周口调查队获悉，上半年
在一系列稳就业、保民生的政策措施作
用下，我市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居民收
入稳定增长，增速位列全省第二。

今年年初，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各行各业生产经营均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企业业务量减少导致限制营业
或停工停产，居民就业形势遭受严峻考
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大幅回落。 二
季度，随着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就业形
势出现积极变化， 居民收入逐渐回升。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市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8945.6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73.2 元，增长 3.2 个百分点，增速较一
季度加快 0.5 个百分点。

工资性收入同比小幅增长，仍是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半年城乡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3859.0 元， 较上
年同期增加 37.2 元，增长 1.0%，占我市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43.1% ， 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

13.6%。
家庭经营净收入小幅下降。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
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等行业受冲击较大，
制造业、建筑业业务需求减少，直接导
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非农自营户收

入减少。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市城乡居
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1916.4 元， 较上年
同期下降 97.6 元，降幅 4.8%，与一季度
降幅 7.1%相比降幅收窄。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转移净收
入快速增长。上半年我市城乡居民人均
转移净收入 2766.2 元， 同比增加 333.6
元 ，增长 13.7%，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
3.7%。 转移净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包
括，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持续提高；民生
保障措施得力，救助工作各项标准得到
提高；疫情期间，各地采取“点对点”输
送、“家门口”送岗位、线上招聘等方式
服务农民工返岗复工，帮助外出务工人
员转移就业增加收入。 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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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齐心协力把 “十四五 ”规划编制好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五年规划，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
要方式。 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方面面， 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
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
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

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
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
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
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我国将于 2021 年开始实施 “十四
五”规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根据
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规划建议编制工

作安排， 有关方面近期将通过多种形式
征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等对“十四五”
规划的意见建议。

商水“归雁计划”接 200多名在外教师回家
本报讯 （记者付永奇 ） “没想到这

辈子还能调回家乡工作，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 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加倍报
答县委、县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昨日，
家住商水县老城办事处的王飞带着即

将回乡工作的兴奋激动地告诉记者。
王飞毕业于郑州师范学院，2016 年

通过特岗招聘考入扶沟县一乡镇中学，
工作学校距家近 70 公里，每次上班都是
商水—周口—扶沟—镇上—学校，一路
转车，顺利时也要花上近 3 小时。周五放
学回家， 冬季到家时常常是天寒地冻、
星月满天了。“父母 60 多岁，身患多种疾

病，女儿两岁多，正需关爱，两地分居的
生活让我身心疲惫 ，其中滋味 ，只有经
历过才能体会。 ”王飞说。

和王飞一样，商水县“归雁计划”有
望使 208 名在外工作的教师返乡工作，
享受家的温暖。

商水县人口超百万，是教育大县，每
年都有六七千名学子从各高校毕业，其
中师范生数百人。 由于商水紧临周口中
心城区，每次省市县招教考试，都有许多
外县市区的考生选择商水，导致部分商
水考生为避免激烈竞争而选择报考其

他县市区。 据县教体局不完全统计，近

10 年考入外县市区中小学校的商水教
师有 800 多人。

夫妻两地分居， 一方无法照顾老人
和孩子，另一方凭个人能力又无法调动工
作。针对这个难题，商水县以人为本，在全
市教育系统率先实施“归雁计划”，由组织
出面， 帮助在外地工作的教师返乡团圆。
符合条件的教师，通过个人申请、组织审
核、面试、调动办理，即可回乡工作。

此次“归雁计划”是商水县委、县政
府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又一体现。

据介绍，商水县委、县政府在财力不
足的情况下优先发展教育， 投资近 3 亿
元新建拥有 102 个班级的阳城学校；硬
起手腕对部分城区学校周边进行拆迁，
为县一高新增校园面积 44 亩，新建北大
门和 300 米跑道的运动场； 为县直一中
新增校园面积 27 亩，新建大门、围墙及
标准化运动场；为县希望中学新增校园
面积 17 亩，新建综合楼、报告厅等；实施
县二高兼并周口中英文学校工程，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投入

力度， 为 160 所农村中小学新建了综合
楼、教学楼、宿舍楼等，改扩建校舍面积
151300 平方米；除拿出 500 万元的高招
奖外， 又拿出 100 万元作为优秀教师突
出贡献奖；为全县教师免费体检，足额发
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减免一高、二高和
寄宿制学校的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商水教育人在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强化师资队
伍建设，狠抓教育教学质量，全力以赴争
一流， 取得丰硕成果。 今年该县普通高
招、中招考试实现历史性突破，高分层增
加，6 人有望被北大、清华录取；职业教
育对口升学连续 34 年位居全市第一；幼
儿教育、社区教育领跑全市；教育党建亮
点纷呈，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近 3
年来，全市教育党建现场会、职业教育现
场会、 社区教育现场会等在商水召开；
“爱心超市”“助学贷款”“教育村长”助力
脱贫攻坚，叫响全省；全县教育系统 3 年
荣获省市级各类奖项 100 多项。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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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 60 分+中心工作 40 分=群众满意度 100 分。 群
众满意度就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 这把尺子的刻度不变，
但刻度上的“乌纱帽”和“钱袋子”会随着分值增减而更替。 由
此，活跃在这把尺子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力争上
游。

这道算术题，郸城县 23 个乡镇（办、区）523 个行政村（社
区）2 万名基层党员干部都会做、都在做。而且，乡镇（办、区）每
事评、每季评，一把尺子量到底，使基层党员干部思想上同心、
认识上同向、行动上同步、效能上比学赶超，有力地推动了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实现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郸城县就是以这个“百分制”的分类定级丰富了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不断延伸观摩触角，丰富观摩内涵，党
建引领作用持续放大， 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全面进步、全面提升、全面过硬，多项工作一直处于全市乃至
全省前列。

攥紧“一把尺子”，逐村观摩实打实
该县确定基础工作中的 60 分由全县根据基层基础重点

任务统一制定量化内容和具体评分标准；中心工作中的 40 分
由乡镇（办、区）根据中心工作任务的不同进行动态调整，赋予
其更大灵活性和自主权。小到村内的一处垃圾，大到脱贫攻坚
都在考核范围内。

把 23 个乡镇（办、区）划分为 5 个片区，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 部务委员作为观察员， 带领另外片区的组工干部逐村观
摩，让乡与乡、村与村面对面学习交流借鉴，严禁图形式、走过
场；在各乡镇（办、区），每季度观摩都由党委书记全程带队，领
导班子成员、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全程参与，日常专
项考核观摩和即时考核相结合，“一把尺子”统一标准量到底，
被观摩村党支部书记签字确认，确保打分公平公正。打出的分
数创新运用于村级党组织分类定级，确定出一、二、三类，并公
示上报备案。 同时，对村干部实行绩效管理，对一类村、二类村
党支部书记一次性发放年度绩效奖励 7200 元、4800 元， 村委
会主任和其他“两委”干部参照其所在村党支部书记绩效奖励
标准的 80%和 60%予以奖励； 一类村及其党支部书记优先推
荐各类先进集体或先进个人。 例如，胡集乡、宁平镇、双楼乡等
乡镇探索设立“进位奖”，采取一季度一定级、一季度一发放绩
效工资的方式，增强了一时靠后的村党支部的进取意识，形成
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实现“三个提升”，基层活力看得见
“我们每天都在作答卷， 成绩好坏决定着帽子、 位子、袋

子。”8月 3 日一大早，城郊乡谷集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谷高杰就
带领村干部把村内人居环境巡查一遍。像谷集村一样，全县基
层组织都着实把“公事”当成“私事”办，把村（社区）组织当成
家来建。

脱贫成效在提升。 今年是脱贫攻坚大决战之年，该县坚持
抓党建促脱贫，选派 488 名驻村第一书记、9500 多名帮扶责任
人一线参战；投入 300 多万元，建设 548 个远程教育站点；组
织农业专家进农村推动“智力扶贫”；推行“支部+合作社+农
户+基地”党建扶贫模式，建成乡村扶贫车间 246 个，提供就近就业岗位 4500 多
个。

基层活力在提升。 通过观摩，后进学先进找到了标杆，先进保名次想尽了办
法。 全县各基层组织就像一个个活力十足的“党建细胞”，激活了各项工作的“神经
末梢”，促使全县党建工作“肌体”强健、“红色引擎”强劲。

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在提升。 逐村观摩助推了分类定级，激发了基层干部履
职尽责、为民服务的热情，促进了各村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全面提升，村容村貌
和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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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人民健康之路 奠定全面小康基石
�———周口撤地设市 20周年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综述

记者 黄佳

今年是我市撤地设市 20 周年，也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

年。20年披荆斩棘，三川大地经济社会
变化天翻地覆， 卫生事业驶入持续健
康发展的快车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一个人的健康，
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命运， 而一座城市
的“精气神”，离不开“健康”这一基石。
追溯 20 年的发展轨迹，全市围绕国家
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 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突飞猛进， 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发
展壮大，市、县、乡、村医疗服务体系不
断完善，医疗卫生环境焕然一新，居民
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群众看病难得到
有效缓解， 各项惠民便民政策惠及百
姓， 人民群众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健康
红利的同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也在稳步上升。

医疗条件全面改善

筑牢群众健康屏障

2000年，周口撤地设市，周口市卫
生局和周口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

2003 年， 周口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
为周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2015 年 11 月，周口市卫生局和周口市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 成立周
口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9 年
1 月，周口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更
名为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年间， 随着卫生部门的不断合
并，我市卫生健康职能不断扩充，充分
体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的由 “治
病 ”向 “防病 ”转变 ，充分体现了保障
“全周期”生命健康的目标。

20年间， 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快速
发展，基层基建项目如雨后春笋，村卫
生室、乡镇卫生院、县市区医疗卫生机
构、 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办公及业务用
房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先后立项，一
幢幢大楼拔地而起， 卫生服务条件全
面改善。

周口市中心医院原副院长、 主任
医师王明银回忆 20 年医疗卫生条件
的发展， 感慨万千。 “撤地设市 20 年
来， 医疗卫生事业最为突出的成就之

一是医疗资源尤其是硬件资源快速增

长。 ”王明银说，在经济和科技的支撑
下， 医疗诊断工具和诊疗水平方面都
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医院高精尖设
备 PET-CT、SPET-CT、 核磁共振等
大型医疗设备 200 余台件， 无创影像
技术、基因技术、靶向治疗、电磁诊断
等创新性技术不断涌现，肾脏移植、心
脏、脑血管介入手术均可做，医院急诊
静脉溶栓在全国最高排名第五位……
医生们出国交流学习也成了家常便

饭，医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撤地设市 20 年间，我市中医药事

业也迅猛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
务体系不断健全，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在助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保障群众
健康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抗击非
典以及新冠肺炎，中医药力量在预防、
治疗、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
我市救治的 76 名确诊病例以及疑似
病例中，中医药治疗全程参与，充分发
挥了中医药在重大疾病中的协同作

用， 在提高救治新冠肺炎治愈率和治

疗效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周口市中医院，已经成为一

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
体的中医特色突出的现代化综合性医

院，在全省省辖市中医院中遥遥领先。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各级各类
中医医院 44 所，各县市区均有 1 所县
级中医医院，开放床位近 5000 张。 全
市 71%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9%
的乡镇卫生院设有中医药综合服务

站 ，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 、90%以上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的社区卫
生服务站、57％的村卫生室可提供中医
药服务。

在中医药人才建设方面， 我市深
入实施农村卫生人才培养 “51111”工
程、“三名”工程、“369”人才工程，深入
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
通过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 中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西医学中医、“名
老中医”评选、师承学习、对口支援等
形式， 内引外联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
中医药人才队伍。 （下转第二版）

�����扶沟县韭园镇曹台村贫困户聂秋红
在扶贫果园摘鲜桃， 月收入达 1600 元。
扶沟县扶贫产业基地吸纳贫困群众灵

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和优质农产品转
型升级，实现了产业兴旺和贫困群众增
收。 谷志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