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市2023年重点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

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专场

1 月 26 日上午，我市召开 2023 年
重点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九场
——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管理专场。市财政局、市人社
局、市农业农村局、农行新乡分行相关
负责人就我市“一卡通”管理工作相关
情况等进行介绍。

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贾
国良介绍，我市自 2021 年 6 月“一卡
通”管理工作启动以来，从辉县市、卫
辉市、新乡县、原阳县四个县市开展
试点逐步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三年来“一卡通”管理工作提质扩量
成效明显。2023 年，发放补贴项目达

106 项，发放 893 万人次，发放资金
28.26 亿元，超额完成省、市重点民生
实事目标任务，各项核心指标均居全
省前列。

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如完善“四项
机制”，以点破面筑基础；打通“四个环
节”，精细管理促提升；实施“四项保
障”，为民服务提效能。

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
任王利对社保卡具体用途及相关便民
政策进行介绍。社保卡具有六大功
能，涉及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
询、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金融
支付等。

为更好发挥社保卡便民、快捷、高
效作用，我市办理社保卡也推出不少
便民措施。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宋培成介绍，2023年，农业农村部门通
过“一卡通”系统共发放8个惠农补贴
项目，总计发放 8.61 亿元，惠及群众
261.56万人次。

2023 年度农业部门惠民惠农“一
卡通”发放使用成效，可以概括为三个

“更加”。补贴项目发放对象更加精
准、补贴项目发放时间更加高效、补贴
项目受益更加直接。

农行新乡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

华介绍，2023年，新乡农行累计代发财
政惠民惠农补贴325项，惠及群众288
万人次，代发金额 11.41 亿元，代发量
居全省农行第2位。

新乡农行在全市 61 个营业机构
和 17 家自助银行布放自助服务终端
120 台、电子机具1300 余台，与新乡市
社保中心合作建设“社银一体化服务
网点”14个，惠农通服务点346个。

下一步，新乡农行将积极发挥金
融科技优势、城乡联动优势，切实服务
民生、利民惠民，将“一卡通”代发工作
办好、办实，努力打造社保卡及“一卡
通”金融服务领先银行、品质银行。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记者 陈卓

1月26日，记者从我市召开的2023
年重点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十
场——开展法律援助和法治文化阵地
建设专场获悉，2023年，新乡市共受理
法律援助案件12624件，建成法治文化
主题公园13个，“法治为民办实事”的
品牌效应逐渐形成。

惠民的实体平台全面覆盖。新乡
司法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向基层一线延
伸，全市现有市县法律援助中心13家、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150个、村
（社区）法律援助便民点3779个，群众可
就近申请法律援助或咨询法律问题。

便民的服务热线更加快捷。为了
让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咨询法律问题，有
效满足群众咨询需求，新乡司法积极打
造集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矛盾调解、司
法行政业务指引于一体的全天候全业
务全时空的12348公共法律服务“暖心
线”。2023 年，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共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45642人次，
群众满意率99%以上。

自法律援助法实施以来，新乡市法
律援助机构锚定加大法律援助案件受
理力度，推出了绿色通道、上门服务、容
缺受理、线上申请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2023 年，全市受援群众达到 13804 人，
司法鉴定机构为 132 件法律援助案件
减免费用2.8万元，公证机构为老年人
免费办理遗嘱公证 55 件，为特殊困难
群体减免公证费7万余元。

新乡司法为探索推进普法教育
“12368”工程，着重解决“普什么、为谁
普、怎么普”的问题，巩固和拓展“黄河
法治文化带”建设成果，升级“一中心一
轴五地六园”南水北调法治文化带空间
布局，以沿线“五村一院”集成式法治村
院为代表，形成法治文化普法矩阵。规
划建设“大运河法治文化带”，打造“一

县一区一品牌”法治文化阵地，组织法
治文化活动150余场次。

以“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法援惠
民生 助力农民工”等活动为载体，在重
要时间节点面向农民工、残疾人、老年
人等群体开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 67
场，发放法律读本 3000 余册，宣传品
5500余份。截至目前，我市有4个法律
援助中心被命名为省级优秀法律援助
中心，2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获批公共
法律服务省级示范点。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获得河南省巾
帼文明岗、新乡市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用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记者 张世彬

开展法律援助和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专场

（上接A02版）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实现今年目标

任务，关键是要深刻把握时与势、危与
机、利与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必须集中精力办好河南自己的
事情，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加快培育
新动能新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质
的突破上来，放在走好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华山一条路”、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上来，推动经济整体素质明显
提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赢得战略
主动。重点抓好九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 提 升 创 新 能 级 ，建 设 国 家 创 新 高
地。二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
新型工业化。三是激发有潜能的消
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四是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在乡村振兴中建

设农业强省。五是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六是推进深层次改革，实施制度型开
放。七是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推进绿
色低碳转型。八是保障改善民生，不
断增进人民福祉。九是守牢安全底
线，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
性互动。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将更加自
觉坚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更加自觉坚定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自觉坚定
践行宗旨、服务人民，更加自觉坚定依法
行政、依法用权，更加自觉坚定求真务
实、狠抓落实，更加自觉坚定廉洁从政、
干净干事，努力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法治
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在省委领导下，坚定信心、真抓
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
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会审查了关于河南省 2023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审查了关于河南省2023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24年
预算草案。

大会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亚一并作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河南

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
明。

刘玉江、宋争辉、孙运锋、张敏、郑海
洋、刘尚进、李酌、谢玉安、戴柏华、霍金
花、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胡道才、段
文龙、祖雷鸣在主席台就座。

穆为民、徐济超、乔新江、王京武、黄
雪平、冯智文、黄锦明在主席台就座。

李英杰、高体健、周春艳、张世军、李
志斌、张以祥、贾连朝、王明义、张程锋、
铁代生、张大卫、刘春良、赵素萍、张维宁
在主席台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其
他成员。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省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及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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