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进民生福祉 推进共同富裕

幸福富裕，底线是平安，根基是安
全。2023 年，又一项“国字号”荣誉
——首批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示范城市花落烟台，“平安烟台”的王冠
上再添一颗璀璨明珠。这样的成绩让
代表、委员们引以为傲。

成绩的背后是烟台“群众事解决在
家门口”的民生品牌，从平台到机制，从
资源整合到人员素质提升，烟台通过网
格化管理让矛盾纠纷主动“落网”。
2024年，我市将继续增强社会治理能
力，发挥城市运行中心作用，实现社会
治理“一网统管”。对网格管理的强大
效能，龙口市锦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
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邢燕代表深有
体会：“通过面对面十分钟等活动，我们
经常性走进群众家里，问需、问暖、问
忧，就能及时把辖区2600户居民的烦

心事、揪心事解决好，用心把群众的小
事一件件办好。”《报告》还要求大力推
行“镇街工作法”，全面应用镇街综合数
据平台，最大程度取消基层报表，加强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打好禁毒人民战争，严打
电诈等违法犯罪活动，守护好千家万户
的平安。

安全，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报告》要求开展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行动，深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
整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开展
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保障食品药
品质量安全；防范化解金融、地方债务、
房地产等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底线。对此，代表、委员们一
致表示，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
安全发展基石，为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

市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烟台蓝海盛
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子富
委员还特别提醒全社会关注电梯安全：

“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手段，加快建设智
慧救援平台和智慧监管平台，保障被困
群众以安全快速科学的方式得到解救，
把烟台打造成电梯安全示范城市。”

民生无小事，实事暖民心。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烟
台的步伐愈加坚实，愈加有力量，愈加
见神采。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秦菲 摄
影报道）“我比较关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
发展。”市人大代表、山东十二学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勋达表示，要大力营造推动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的良好生态。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技术含量高、创新能
力强，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烟台省级瞪羚企
业264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28家，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5家，这些企
业都具有很好的成长性。”王勋达表示。

如何加速烟台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
长，王勋达建议，对初创型及尚处于发展期
的企业给予租金价格优惠及房租、物业费减
免优惠，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条件，抱团
取暖，共享发展成果。针对中小微企业普遍
资金短缺问题，王勋达建议引导银行、金融
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力度，同时防
范风险，助力企业成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
影报道）“作为区域燃气专营单位，保障民
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我们的责任。”赵鑫
说，接下来，将迎接机遇和挑战，全面致力于
蓬莱区域燃气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延展，不断
完善管网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提升服
务质量。

赵鑫介绍，目前，蓬莱区域内已建设完成
天然气储配站6座、汽车加气站2座、规划建
设天然气储配站2座。本着“先栽梧桐树，再
招金凤凰”的理念，蓬莱渤海管道燃气有限公
司逐步拓展和完善市政燃气管网建设。“只要
项目落户在哪里，我们就尽力将燃气管网敷
设到哪里，逐步延伸燃气供应服务范围，提供
完善的、专业的燃气供应和客户服务，促进重
点项目尽早在蓬莱落地。”赵鑫说。

安全，对燃气企业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
事。“作为燃气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我深有感
触。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生命线，是城
市居民安居乐业和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作
为专业的燃气运营企业，更应该把安全生产
工作放在首位。”赵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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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好声音
民生，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
回首2023年，一件件民生实事如

期兑现，代表、委员们备受鼓舞——卫
生医疗服务能力增强，社会保障水平不
断提高，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以人民满意为标尺增进福

祉，港城群众生活得到新改善。
岁回律转，《政府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依旧直面民生热点、焦点、
难点，一系列惠民政策令百姓感到温暖
和振奋：新设城乡公益性岗位1万个以
上，职工医保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再提高

5个百分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升
级，实现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坚决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围绕用
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幸福更有
质感，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守护
着每一位烟台人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就业，民生之本。稳住就业基本
盘，也是保障民生的必答题。

“《报告》提出大力促进就业创业，
是这座城市掷地有声的民生承诺。”山
东德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乔巧代表对《报告》明确提出落实就业
优先战略深表赞同，“我们也要为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10万人以上贡献一份力
量，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今年1
月，我市将在全市范围举办105场次招
聘会，充分发挥线上线下就业服务平台
作用，全力保障企业招聘需求。针对困
难群体，《报告》要求加强就业兜底帮
扶，新设城乡公益性岗位1万个以上。
通过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增加就业
岗位，《报告》明确指出2024年要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10亿元以上，帮扶2万失

业人员再就业。
稳稳的幸福，离不开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5%和7.4%，职工医保普通门诊报销比
例提高5个百分点，发放救助保障资金
14.5亿元，救助困难群众21万人，新增
托位5850个、养老床位3150张，筹建
保障性租赁住房3700套，发放住房租
赁补贴1.2万户，集中解决了330多个
小区、8.4万户群众的房屋产权“办证
难”问题……从一组组数据，代表、委
员们看到了烟台越织越密、越扎越牢
的社会保障网。

2024 年，这张“网”还要织得更
密、更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报销比例
再提高5个百分点，在职、退休职工年
度最高支付限额由2300元分别提高

到 5000 元、6000 元，新增托位 5000
个，完成45个回迁安置项目，交付保
交楼房屋 5000 套以上，为 2000 名以
上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为1500名
以上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看到
《报告》要求的抓实“一老一小”服
务，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烟台
御花园老年养护中心董事长宋华西
代表拍手叫好：“机构养老和社区养
老方面，我们烟台走在全国前列，现
在更需要推广互助养老，让年轻老
人照顾年老老人，实行积分制，等年
轻老人老了可以享受其他年轻老人
的照顾。目前，我市在芝罘区、莱
州市、牟平区做了很好的探索，需要
大力扶持推广互助养老，让每一位
老人拥有美好的晚年生活。”

迎接美好生活，离不开一个健康的
身体。2023年，我市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卫生医疗服务能力增强，
最大程度保护群众生命健康，投用疾控
中心4个，提标改造30个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建成350个示范村卫生室。2024
年，《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加强乡村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乡镇卫生院医防融合
标准化改造完成60%以上。医疗资源
的提档升级，引发代表、委员们的热议，
大家一致认为，健康烟台建设给了群众
切切实实的安全感。

今冬明春，我国多种呼吸道病原交
替或共同流行，我市很多医院儿科门诊
爆满。为此，当看到“推动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被写到《报告》里时，烟台成

友中医院院长张敏静委员尤为激动。
她在提案中明确提出两点推动中医药
传承发展的建议：“近年来，市医保局持
续提高待遇保障水平，给了市民很强的
获得感，而中医药特色服务能够一定程
度上缓解儿童看病难问题，为了更好地
发挥中医药特色服务优势，建议开展中
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通过医保基金预
算倾斜等方式提高中医药服务价格，从
而提高中医药服务人员积极性。”

关于全面建设健康烟台，《报告》提
出，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升级，投
用市公共卫生综合实验基地、临床中
心，完成市妇幼保健院建设和市中医医
院、奇山医院扩建，支持烟台市口腔医
院、精神卫生中心等专科医院办出特

色。作为一名医生，烟台毓璜顶医院泌
尿外科主任医师王琳委员，也尤为关注
《报告》中建设健康烟台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升级
的同时，还要重视治未病工作。”他
说，“近年我国前列腺癌疾病负担持
续增加，发病和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
势，预估烟台市现有前列腺癌患病人
数为1101例左右，潜在高危人数639
人以上，如实施筛查、早诊、早治，462
名患者将获得早期救治。”他在提案
中建议，将我市 65 岁以上男性常住
居民前列腺癌筛查纳入居民免费体
检项目，建立健全前列腺癌筛查、诊
疗和健康干预组织管理体系和财政
投入机制。

市人大代表王勋达：
助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

市人大代表赵鑫：
完善燃气管网建设

两会进行时

就业优先，织密社会保障网

医疗升级，全面建设健康烟台

安全发展，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