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3年8月9日 星期三 编辑：杨维捷 校对：卢岩 版式：申宝超

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为规范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国家网信办 8 日就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
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提出，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
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
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处理人脸信息。

征求意见稿指出，使用人脸识别
技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公共秩
序，尊重社会公德，承担社会责任，履
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不得利用人脸
识别技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公

共利益、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个人和组
织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

征求意见稿要求，在公共场所安
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
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
关规定，设置显著提示标识。在公共
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
备的建设、使用、运行维护单位，对获
取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负有保
密义务，不得非法泄露或者对外提
供。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
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
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

的除外。
同时，组织机构为实施内部管理

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
应当根据实际需求合理确定图像信息
采集区域，采取严格保护措施，防止违
规查阅、复制、公开、对外提供、传播个
人图像等行为，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篡
改、丢失或者被非法获取、非法利用。

根据征求意见稿，人脸识别技术
使用者处理人脸信息，应当事前进行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
况进行记录。

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国家网信办公开征求意见

强化养老机构保障。增强公办
养老机构兜底功能，优先提供基本
养老服务。发挥公办养老机构提供
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作用，研究制
定推进公办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措施。坚持公办养老机构公益
属性，在满足政策保障对象入住需
求的基础上，优先接收经济困难的
失能、孤寡、残疾、高龄、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
年人等。现役军人家属和烈士、因
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符合
规定条件申请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光荣院
在保障集中供养对象的前提下，可
利用空余床位为其他无法定赡养
人、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
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优待抚恤

对象提供优惠服务。
增强家庭照护能力。加强家

庭照护者培训，将失能老年人家庭
成员照护培训纳入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目录。完善残疾人基本型辅
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推行康复辅
助器具社区租赁，推动普及至老年
人家庭。

据郑州日报客户端

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2025年河南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全覆盖
到2025年，我省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覆盖全

体老年人。8月8日，记者从河南省政府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我省将采取系列措施，更好保
障老年人生活。

对独居老人 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探访关爱服务

《意见》提出，我省要依托基层
自治组织、社区组织和街道（乡镇）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村）养老
服务设施、社工站等基层管理服务

平台，提供相关政策咨询、信息查
询、业务办理、家庭养老指导、供需
对接等便民服务。对独居、空巢、留
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等老年人，采取设置公益性岗位、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每月至少开展
一次探访关爱服务。

完善服务保障制度

《意见》指出，我省将开展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老年人纳入救助范围。对获得最
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
年人，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推动建立相关保险、福利、救助
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规范

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积极
争取国家试点。建立经济困难老年
人养老服务补贴、失能老年人护理
补贴等制度。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经费保障机
制，将基本养老服务经费按规定列
入财政预算，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

老年人服务需要，逐步增加对养老
服务的投入。加大用于社会福利事
业的彩票公益金对养老服务的投入
力度，将不低于 55%的资金用于支
持发展养老服务。加大生活照料、
康复护理、社会工作、人员培养等方
面的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健全服务设施体系

将农村养老服务纳入乡村振兴
战略，建设县、乡、村三级衔接的农
村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充分发挥县
级兜底和指导作用、乡镇枢纽和辐
射作用、村级载体和依托作用。巩
固提升县、乡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
施，推动乡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
施转型为开放型、护理型、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民委员会、社会力量建设农村
幸福院、邻里互助点等村级养老服务
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互助养老、日间
照料、托养居住、配餐送餐等服务。

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对纳入
分散特困供养范围的失能、高龄、残
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

造，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改造对象范
围扩大到城乡低保对象中的失能、
高龄、残疾老年人家庭。鼓励社会
化专业机构为其他有需求的老年人
家庭提供改造服务。加强信息无障
碍建设，降低老年人应用数字技术
的难度，保留线下服务途径，为老年
人获取基本养老服务提供便利。

提升服务供给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基层卫生健康
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李恒 董
瑞丰）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基层卫生健
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的通知，要求进一步
推动基层卫生健康服务更加均衡覆盖城乡
社区居民，提升群众获得感。

这些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主要包括：预约号源向基层下沉，推进中高
级职称医师值守门诊，方便居民配药开药，
加强与签约居民的联系，深化“一老一小”
健康管理服务，延长城市社区门诊服务时
间，推行“先诊疗、后结算”，提供周末疫苗
接种，为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等慢性
病患者提供运动、饮食处方或建议，改善就
医服务环境。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基
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解难
题。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本地
实际进一步细化或丰富各项措施，提高人
民群众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利用基本医疗
和卫生健康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使用项目增加到足球、篮球……
我省体育健身优惠券
9月等你来抢

为着力引导消费预期，不断释放内需
潜力，加快恢复市场消费活力，近日，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持续扩大消费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要“加大省
级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力度，优化优惠券
面值和类型，2023 年适度增加发放总金
额，发放范围扩大到全省，使用项目增加到
足球、篮球、游泳等16个项目”。记者采访
了解到，今年河南省体育健身优惠券将于
9月份正式开始发放。

据了解，河南省体育健身优惠券此前
已连续发放了3年。2020年，为了促进全
省体育消费，河南省体育局结合体育消费
特点，从省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抽取专
项资金，发放体育健身优惠券600万元，在
郑州、洛阳、新乡、焦作4市进行试点，针对
群众基础好、参与范围广、消费需求多、市
场潜力大的15个体育健身项目进行消费
补贴。2021年，河南省体育健身优惠券在
上年度4个发放试点城市的基础上，新增
了周口、南阳。2022 年，河南省体育健身
优惠券已覆盖河南全省17地市和济源示
范区，无论是场馆规模还是参与项目均有
所扩大。

针对今年河南省体育健身优惠券发放
工作，8月7日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目前
相关方案正在完善当中，8 月份将完成定
点场馆的审核、业务培训等各项准备工作，
体育健身优惠券于9月份正式发放，并持
续至年底。

据《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