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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 「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
系」。這既是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戰略舉措，也
是確保實現 「雙碳目標」的有力抓手，更是推進中國
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保證。2024 年河南省兩會期
間，河南省政協委員郭嘉禎帶來了和發展新能源產業
有關的提案。

郭嘉禎坦言，近年來，河南省積極實施綠色低碳
轉型戰略，新能源體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特別是
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快速增長，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逐年增加，為實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 「十四
五」規劃奠定了基礎。但是，與全國新能源體系建
設的大省、強省相比，河南省雖然在可再生能源發
電裝機量、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等方面居於全國前
列，但在新能源產業發展方面還相對薄弱，圍繞新
能源體系的相關高端製造業、科技創新力、產業集
聚度還明顯不強。

郭嘉禎建議，在繼續穩固和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發展成就的基礎上，河南加大力度推進新能源產業
的發展，加快建設具有全國乃至國際競爭力的新能源
產業集群。

具體來看：
一是持續優化產業結構。控制 「兩高一低」項目盲

目發展。推進鋼鐵、水泥、化工、電力等傳統行業的
綠色節能改造和集約發展，實施企業綠色提檔升級。
引進省外光伏生產先進企業，培育省內產業鏈。布局
能源未來產業，引育涵蓋正負極材料、固態電解液、
集成系統等儲能關鍵材料和零部件等儲能裝備龍頭企
業，打造新型儲能裝備產業集群，結合可再生能源開
發、新型電力系統構建、源網荷儲一體化發展、虛擬
電廠等場景，科學布局電源側、電網側和用戶側新型

儲能電站。建設電池回收、材料分選產業基地，推動
退役電池回收利用及高質再造技術研發，形成產業
化。

二是提升能耗碳排放控制水平。建議加強碳排放雙
控基礎能力建設，健全碳排放監測管理體系和相關配
套制度，建立能源大數據中心及重點企業能耗碳排管
控中心，開展分行業碳排放核算核查工作，鼓勵重點
企業參與行業標準制定，積極推動實施行業低碳領跑
者行動。

三是加快布局充換電基礎設施。引育 「光儲充一體
化電站」投資、建設、運營企業入豫，鼓勵國企平台
與相關企業成立合資公司，共同加快高速公路服務
區、城際公路沿線充電設施的升級改造，提升電動汽
車的中長途通達能力。同時應加強農村地區充電網絡
建設，滾動編制公共充電網絡規劃，確保實現充電設
施 「村村全覆蓋」。保障居住區充電服務，提供智能
有序、快慢結合的居住區充電服務。完善充電設施運
行監測平台和社會化公眾服務平台的互聯通、信息共
享，方便公眾查詢使用。

四是有序推進新型儲能規模化發展。重點發展電網
側儲能，鼓勵新能源配建儲能按照共建共享的模式，
以獨立新型儲能項目的形式在專用站址建設，直接接
入公共電網，更好發揮頂峰、調峰、調頻、黑啟動等
多種作用。鼓勵發展用戶側儲能，充分利用峰谷分時
電價等機制，鼓勵企業用戶和產業園區自主建設新型
儲能設施，緩解電網高峰供電壓力。因地制宜發展電
源側儲能，綜合新能源特性、系統消納空間和經濟性
等因素，在新能源場站內部配建新型儲能設施，建設
系統友好型新能源電站。支持燃煤電廠內部配建電化
學儲能、熔鹽儲能等設施，與燃煤機組聯合調頻調

峰，提升綜合效率。
五是提升電網智慧運行水平。推進智能裝備向數字

化、集成化方向升級，傳統人工作業模式向無人化、
機械化方向轉變。建設 「裝備智能化、作業機械化、
管理智慧化」的設備運檢體系，重點推進成熟智能化
裝備技術和機械化作業模式集中融合應用。構建智能
電網大數據平台，全面推動發輸配用各環節數據信息

深度共享互動，實現增量分布式光伏的可觀、可測、
可控。強化電力系統智能調度。同時引育國內頭部智
慧電網民營企業，與國網公司成立混合所有制智慧電
網企業，增強調度算力，使小型分布式新能源的源儲
荷充分進入主網調度，以鼓勵民間小、散資金投入分
布式新能源市場，增強主網調峰效率。

郭延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 「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國家戰略，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優化孤寡老人
服務，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

「近年來，河南將養老服務作為重大民生工程，加
快完善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和健康支撐體
系，取得明顯成效。但與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相比，

還有一定差距。」2024年河南省兩會期間，河南省
政協委員胡廣坤建議以高質量醫養結合應對人口老齡
化。

胡廣坤介紹，截至2022年末，河南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達302萬，醫養結合需求較大。而河南4500餘家
養老機構中醫養結合機構佔比偏低，明顯低於全國平
均水平，一些普惠型醫養結合機構出現 「一床難求」
「排隊等床」的現象。

「國家推行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以來，上海、江蘇、
山東等地已逐步擴面推開，而我省目前僅有開封一個
試點城市。此外，商業保險支持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資金投入多在省級層面，市縣配套資金少、配套能力
弱。」

按照國家要求，到2025年河南養老護理人員應達
到13萬餘名，目前缺口比較大。年輕化、專業化人
才嚴重不足，特別是轉崗到醫養結合機構的醫護人員
缺乏老年醫學系統培訓，服務理念和技能還需提升。

胡廣坤建議，首先，加強醫養結合服務設施建設。
建議重點支持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等機構
利用現有資源，新建改建一批醫養結合服務設施。引
導養老機構內部增設診所、醫務室，增加醫療服務功
能；加強老年醫院、康寧療護機構和二級以上綜合醫
院老年醫學科建設，健全服務網絡。引導中醫醫院開
展醫養結合服務，逐步達到每個縣區至少建設1所中
醫特色醫養結合機構。

其次，開展醫養結合居家養老服務。開展家庭病床
和家庭護理服務試點，建設家庭護理服務平台，明確
服務內容、規範和收費標準，對年老體弱、行動不便
的老人開展家庭護理服務，助力居家養老；為失能老
人提供上門醫養結合服務。利用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
務項目，每年為65歲及以上居家養老的老人進行2次
醫養結合服務，為高齡、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門服務。

再次，加大保險服務支持力度。推進長期照護保險
獨立險種設計，建立更可持續的籌資機制。總結開封
市試點經驗，盡快推動長護險制度全省覆蓋。支持商
業保險機構開發醫養保險產品，發展安全性高、保障
性強的保險。將養老機構中符合條件的醫療衞生機構
納入醫保定點管理，探索對長期、慢性病住院治療且
日均費用較穩定的疾病實行按床日付費，將符合條件
的治療性醫療服務項目納入醫保支付範圍。

同時，推進養老服務人才隊伍建設。鼓勵符合條件
的院校開設養老護理專業，支持示範專業點建設；定
期對從業人員進行理論和實操培訓，提高服務能力。
健全職業發展體系。推廣養老護理員職業技能等級認
定，建立健全養老護理員薪酬待遇與職業技能等級掛
鉤制度。將養老服務機構內設的醫療機構及其衛生專
業技術人員納入衞生健康部門統一指導，在專業培
訓、繼續教育、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和推薦評優等方
面，與其他醫療機構同等對待。

郭延

2007年1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中部六省比照
實施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西部大開發有關政
策範圍的通知》（國辦函〔2007〕2號）文件，劃定
河南省54個縣比照實施西部大開發有關政策，濮陽
市 4 個縣（濮陽縣、南樂縣、范縣、台前縣）列入
「享受西部大開發相關政策」內。
1 月 28 日，河南省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在鄭州開

幕。河南省人大代表、濮陽市清豐縣委副書記、縣長
趙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建議把清豐縣劃定 「比照西部
大開發政策執行範圍」。

趙丹表示，近年來受國際大形勢及疫情疊加影響，
經濟增速大幅放緩、經濟總量偏弱，清豐縣各項經濟
指標在濮陽市5縣4區排序中均在中間偏下位置，與
周邊南樂縣等實力相當卻享受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縣區
相比，在扶貧開發、財政性建設資金、項目建設安
排、教育衞生事業、財政轉移支付、金融信貸支持等
領域享受的政策存在較大差異。

在扶貧方面，5年脫貧攻堅期及3年過渡期內，清豐
縣貧困戶人數、戶數比照貧困縣人數、戶數基本一致
的條件下，享受到的中央、省、市資金約為貧困縣的
30%左右；在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年度財政補助標
準方面，中央財政對南樂縣、濮陽縣等周邊比照實施
西部大開發有關政策縣分擔 80%，對清豐縣則分擔
60%；在殘疾人康復中心項目方面，其他縣國家補助

投資的80%，清豐縣僅補助60%；在國債資金爭取方
面，南樂縣按照西部政策調增到總投資的80%，而清
豐縣則為70%。加之，清豐縣主導產業為富民不富財
政的家居、食品產業，稅收收入低，導致清豐縣經濟
社會發展與周邊縣區相比動力不足，可支配資金不足
以推動縣域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

趙丹指出，清豐縣是國家一類革命老區，根據國務
院辦公廳《關於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中西部
地區崛起若干意見有關政策措施的通知》（國辦函
〔2006〕38號）第35條， 「對貧困人口集中分布地
區、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實行集中連片開發，
增加支援欠發達地區資金和以工代賑資金的投入，在
扶貧開發、金融信貸、建設項目安排、教育衞生事業
等方面比照西部大開發政策執行」。

清豐縣屬農業大縣、財政窮縣。與河南省31個國
家級貧困縣相比，清豐縣 2006 年人均 GDP 排第 13
位，人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排第18位，人均財政
一般預算收入排第14位，人均居民儲蓄存款餘額排
第15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第15位，是貧
困縣外的典型貧困縣；與54個享受比照西部大開發
有關政策的縣相比，清豐縣各項指標均在中間偏下位
置；而與濮陽市其他四縣相比，清豐縣各項指標均在
中間位置，但濮陽市其他4縣均享受西部大開發有關
政策，唯獨清豐縣在西部大開發政策之外。

趙丹建議，將清豐縣補錄劃定比照西部大開發政策
執行縣範圍之內，以促進清豐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擺

脫財政窮縣困局，使清豐廣大人民群眾盡快享受國家
惠民政策和改革開放成果。 郭延

1 月 28 日，河南省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在鄭州開
幕，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持續提升全民健康水
平，深入推進縣域醫療中心綜合能力提升 「百縣工
程」。河南省人大代表、孟州市委副書記、市人民
政府市長李明霖為此建議，加強基層醫療機構服務
能力建設。

「雖然國家、省市都非常關注基層醫療機構服務
能力建設，但在實際發展中，還面臨着亟需解決的
問題。」李明霖稱，基層醫療機構待遇普遍較低，
且工作任務繁重，招人難，留才難。現有的基層醫
務人員年齡結構老化、學歷層次偏低，專業技術能
力不高，診療處置能力不強，醫療服務能力不足。
基層醫療機構，特別是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等醫
療設備配備不足、設施落後，難以為群眾提供高品
質的醫療服務。

李明霖建議，加大人才引進和培養力度。建議從省
級層面出台更加優惠的政策和措施，實施醫學人才引
進計劃，吸引更多的優秀醫學背景畢業生或二級以上

醫療機構醫生到基層工作，為基層醫療衞生人才隊伍
注入新鮮血液。同時，可以參考公費教育師範生的培
養辦法，出台相應政策，與醫學院校合作，抓好農村
訂單定向醫學生培養，培養一批下得去、留得住、用
得上的基層醫生。

完善基層醫務人員激勵政策。建議從省級層面出
發，分類施策，根據基層實際，出台更加合理的激勵
政策，破除基層醫療衞生人員 「吃大鍋飯」的思想。
特別是對於偏遠地區的醫療衞生機構，統一標準，加
大補助力度，保障其薪資待遇，吸引一批有能力的醫
務人員，不斷優化基層醫療機構人員結構。對現有醫
務人員，常態化組織到省市大型醫院交流學習，提高
其專業技術水平。

加大基層醫療機構投入力度。建議省級層面加大基
層醫療衞生能力提升資金支持力度，納入財政預算，
用於支持基層醫療機構購置設備或基礎建設，以改善
基層醫療衞生機構的醫療條件和服務水平。

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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