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后恢复重建快速跟进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教育教学水平连年攀升，新增教育集团 4 个，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4 4 所，课后延时服
务实现全覆盖，城区 1 2 所学校集中供应午餐，招聘教师 62 5 名，规划建设农村教师住房
2500 套；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序推进，第一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创建为三级综合医院，中

医院创建为三级中医院，持续推进“两筛”“两癌”，扎实开展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建立居

民健康档案 1 02 万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1 02 .5 万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平安建设深入
推进，自然资源管理、政府债务化解、金融风险防范等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脱贫人口实行动态监测和帮扶全覆盖，集体经济收入空白村全部

清零……

民生无小事，冷暖在人心。202 1 年以来，汝州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强化公仆意识、为民情怀，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做好民心工程和民生实事，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发展改革成果更

多惠及广大百姓。

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来办，把一份份“民生清单”变成一幅幅幸福图

景，汝州市交出了一份厚重而温暖的民生答卷。

全力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疫情防控立足于“早”“快”“准”，精准开展信息研判和流

调溯源，实行“六包一”工作机制，严格落实隔离、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在城市出入口及

重点区域设置交通卡点，严密排查中高风险地区返汝来汝人员，把牢城市关口，坚决守住

零传播、零输出的底线。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涝灾害面前，先后出动救援人员 7 900
余人次，紧急避险转移 1 .66 万人次，转移安置 8000 余人次，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抗洪一线，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百姓心坎。灾后恢复重建快速跟进，1 09 处受损县道、8 处受损国

省干线、9 处受损桥梁恢复通车，65 千米电力受损线路、250 处水利设施修复，群众生产生
活秩序逐步恢复。

天蓝水清，擦亮汝州颜色。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持续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全市空气优良天数达到 2 85 天，P M 1 0、P M 2 .5 浓度实现“双下降”；全
面落实“河长 +”工作机制，扎实推进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加强出境断面水质管控，全
年出境断面水质达到 I I 类，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 00%。加强土壤环

境保护，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1 00%，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 00%。
着力解决“看病难”“入学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全市新增城镇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等均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坚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均衡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推进医疗

事业发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深入推进，全民健康平台建成投用；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养老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残疾人补贴、社会救助、城乡低保等体系高效运转。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扎实开展“三零”创建，积极稳妥化解债务存量，常态化开展扫黑除

恶斗争，统筹推进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行动，完善城市“全科”网格化管理机制。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从解决“民生之盼”到实现“民生之变”，一项项民

生工程、一件件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百姓，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可圈可点

的民生画卷。

民生改善之路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起点。奔跑在追求幸福道路上的汝州，也

将不断书写着民生发展的新篇章。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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