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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底，全省保障性安居

工程累计开工建设住房 247.4 万套（其

中保障性住房 126.3 万套，棚户区改造

住房121.1万套），有339万棚户区居民

出棚进楼，130万住房困难群众住进了

公租房。”省住建厅总经济师牛彦平在

发言中表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实现了应保尽保，中央下放我省的煤矿

棚户区、国有林业棚户区已经全部实施

改造。

2017年，我省的任务目标是开工棚

户区改造住房 20 万套，基本建成 10 万

套。“截至10月底，全省棚户区改造新开

工20.96万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04.8%；

基本建成 15.97 万套，已经提前完成了

全年任务。预计年底前，将如期完成国

家下达我省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

务。

2018年，省住建厅将一如既往地做

好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鼓励各

市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积极争取国开

行、农发行政策性贷款，确保完成2018

年国家下达我省的棚改目标任务。确

保公租房分配公平公正，按照“全过程

公开，全方位监督”的要求，落实“十公

开”制度，力促公租房分配公平公正。

五年来新增就业343.2万人，投运养老机构1525家，破除了“以药补医”旧机制……

老百姓民生实惠“节节攀高”
8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发布会，本次发布会主题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省人社厅厅

长王亮、省扶贫办副主任王爱军、省民政厅副厅长郑晓铭、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胜利、省卫计委副主任徐春芳以及省住建厅总经济师牛彦

平，发布了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五年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每年都在

70万人以上，累计新增就业343.2万人，失业

人员再就业121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

定在90%以上，转移农村劳动力217.1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省人社厅

厅长王亮表示，十八大以来，我省就业规模

持续扩大，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同时，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有序稳妥做好去产能职工安置工作，统筹抓

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医疗保障方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在县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已达到 95%

以上。王亮表示，我省已有263家医院接入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对外省参保人住院

提供直接结算服务。

与五年前相比，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已由月人均 1417 元提高到 2532 元，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月人均 55 元提

高到 90 元，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

均 240 元提高到 450 元。王亮说：“我们就

是要让群众享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自我省强力推进扶贫开发各项工作以

来，脱贫攻坚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省扶贫办

副主任王爱军表示，这组数据是我省扶贫工

作的最好说明，“2012 年至 2016 年，全省平

均每年减贫 100 万人左右，贫困发生率从

2013 年 底 的 9.84% 下 降 到 2016 年 底 的

3.23%，下降了6.61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5274元提高到

2016年的8382元。”

据初步统计，2012 年至 2017 年共投入

省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93.2 亿元。

2017年，我省已投入省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59.21亿元、比2012年增长232.4%。目

前，财政扶贫资金还在持续增长。

王爱军表示，我省制定产业扶贫计划，

大力推进特色农业、光伏、旅游、电商、家庭

手工业等扶贫工程，探索形成了平泉“三

零”、威县“金鸡”等产业扶贫模式，带动70多

万贫困户实现了增收。同时实施定点帮扶、

对口帮扶、经济强县结对帮扶和“千企帮千

村”行动，已有 32 个中直单位、17 个京津市

辖区、1000多家民营企业、6000多个帮扶单

位以及驻冀部队参与进来，形成我省大扶贫

的工作格局。

王爱军告诉记者，今年年初，省扶贫办

综合考虑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规模、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在全省

确定了康保、围场、阜平等10个深度贫困县

和206个深度贫困村，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区

域。下一步，我省将全力推进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工作，全面实行对县“五包一”（即10深

度贫困县每县明确一名省级领导、一个省直

厅局、一个经济强县、一家省属大型企业、一

家金融机构帮扶）、对村“三包一”（即206个深

度贫困村每村安排一名省直部门厅级干部、

一支省直驻村工作组、一家市域内实力较强

的民营企业帮扶）、对户“一包一”（即一名干

部结对帮扶一个贫困户）的定点帮扶制度。

“截至9月底，全省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204.5万人。城乡低保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

542元/月和3811元/年；城乡低保补差标准达到

每人每月316元和190元。”省民政厅副厅长郑

晓铭表示，五年来，我省的城乡低保水平已得到

全面提升，全省农村特困人员集中和分散供养

标准已分别达到6368元/年和4679元/年。

郑晓铭介绍，如今我省已初步建立了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截至8月底，全

省已建成投入运营的养老机构达到1525家，

能够以不同形式提供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

达到1296家；建成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

居家养老设施3600多家、农村幸福院3.1万

个，社区和行政村覆盖率达 70%，每千名老

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5张以上。

为了促进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展，我

省在北京周边建成了以三河燕达养护院为

代表的一批大型养老机构，开展跨省异地养

老医保结算试点，目前在三河燕达养护院入

住的975名北京籍老人既能领取北京市养老

补贴，也能直接刷卡结算。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省教育事业得

到了全面发展。”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胜利在

发言中表示，实施学前三年教育行动计划，

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到82.68%；义务

教育巩固率达到96.63%；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91.66%。

对于百姓关注的教育公平，我省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已

达到了90.2%，同时建立了覆盖各级各类教

育的资助政策体系。

此外，为加快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

和雄安新区教育规划建设工作，三地教育部

门间形成了常态化联络机制，交流合作深度

开展，签署合作协议超过300项。

据李胜利介绍，十九大后，我省将继

续着力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发展，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

计划，“还要健全学生资助制度，让贫困

家庭孩子更多地接受高中阶段和高等教

育，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教育

发展不充分问题。”李胜利说，将继续推

进高考改革，2018 年 6 月底前向全社会公

布，以就业为导向，提升职业教育技能型

人才培养能力。

今年8月26日零时，全省同时启动

药品零差率销售，除中药饮片外，全部

取消药品加成，彻底破除了实行60多年

的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旧机制。省卫

计委副主任徐春芳表示，我省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已基本完成“立柱架梁”。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初见成效，覆

盖了全省 2400 多万人，贫困人口签约

率达 72.17%，老百姓有了“健康守门

人”。分级诊疗实现国家级试点全覆

盖，探索建立了县乡一体化医共体、

远程会诊等多种形式医联体，推出了

“健康小屋”“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

院”“优质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模式，不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服务。

徐春芳表示，“目前我们正积极协

调推动修订《河北省发展中医药条例》，

并有望于年内出台。新《条例》将让确

有专长的民间中医获得合法的职业资

格，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

的就医需求。”

截至目前，我省共建成国医堂1100

多个（其中争取中央投资1.3亿元，建成

国医堂760家），全省已有98%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92%的乡镇卫生院、81%的

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69%的村卫生室能

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计划到2020年，在

全省至少建成 1800 个国医堂和 100 个

中医药强县。

就业医保等实惠“看得见、摸得着”

已提前完成棚户区改造20万套的全年任务

破除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旧机制

“大扶贫”格局攻坚深度贫困区

全省已建成投入运营1525家养老机构

明年6月底前公布高考改革计划

本报记者 呼延世聪

民生

扶贫

民政

教育

卫生

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