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协委员胡露：
建议设失独养老院
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

本报讯（记者 戴凛）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
剧，失独家庭的问题更为凸显。对此，市政协委员
胡露提交了《加强对失独家庭帮扶的建议》，呼吁社
会加强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和保障。

失独家庭期盼更多保障

胡露说，以我市某区为例，失独家庭共有200
余户，其中多数人已无再生育能力，加之抚养能
力不足而无法领养小孩。这些人多数已步入中
老年，体弱多病，劳动能力低下，在失子之痛的打
击下，长期精神抑郁，疾病缠身，身体状况受到极
大的影响。

胡露表示，目前社会上虽成立了个别专业
服务失独家庭的社工机构，但在失独家庭来看，
相关的扶助制度还不完善，难以有效保障困有所
济、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心有所慰。例如有的失
独老人住院、手术存在无人陪护、无人签字的问
题；失独老人突发疾病时，缺少能够第一时间进
行应急处理的联系人；部分失独老人孤身一人
或生病时无人看护，害怕将来无人送终。另外，
目前的特别扶助制度，对失独父母有年龄规定，
导致一部分失独家庭无法申请帮扶资金。

建立受益面更广的失独家庭扶助制度

胡露认为，对于失独家庭来说，最关键的
问题是养老。从目前来看，相关养老形式分社
会养老和居家养老两种。经调查，失独者大部
分希望政府建立专门的失独养老院，期望能够

“抱团取暖、有人陪护、有人送终”，在那里可以
“相互慰藉，相互照顾，相互帮助，相互鼓励”。

因此，胡露建议政府在现有政策的基础
上，建立受益面更广的失独家庭扶助制度，加
大救助专项资金的投入，保障对失独家庭扶
助资金的供给，并结合物价水平适时调节。
同时，可尝试成立专项公益基金，通过社会募
集资金，给予经济条件困难的失独家庭一定
的医疗保障，这样也可以解决那些经济宽松
的失独家庭不知遗产该如何捐赠处理的问

题。政府也可和保险机构合作，建立失独家庭专
项医疗、养老保险，保障失独家庭基本需求。

另外，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为老服务组织，
加强对基层社区工作者的培训，呼吁整个社会关注
了解这个群体，给他们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
让他们走出阴霾、重获阳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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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露特别关注失独家庭境遇 记者 戴凛 摄

去年的钱花哪了？今年的钱怎么用？
——解读《关于株洲市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9年市本级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

今年计划收入

预计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为98.12亿元

根据2019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草
案，综合考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因素，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目标为 7%，其中
税收收入增长 10%。预计市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8.12亿元。预计
市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财 力 为
128.75亿元。

今年预算支出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为137.75亿元

2019 年市本级财政总支出预算
为 205.48 亿元。其中，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37.75亿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67.73亿元。

在市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
10.67 亿元，科学技术支
出 4.39 亿元，文化旅游
体育与传媒支出 1.89 亿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26.33 亿元，卫生健康
支出 7.38 亿元，节能环
保支出 5.58 亿元，城乡
社区支出 6.5 亿元，农林
水支出 3.58 亿元，交通
运输支出 2.6 亿元，住房
保障支出 1.48 亿元，债
务付息支出5.98亿元。

去年收入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13.1亿元

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3.1亿
元，为年度预算的86.61%，下降7.32%，同口径增长
6.2%。

据了解，为落实省政府“财政收入质量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2018年，我市在年初收入计划的基
础上，压减非税收入规模47亿元，导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总量出现负增长，但同口径比较是正
增长的。这些非税收入的形成，是历史原因积累
而成的，不能真正形成财力。市委痛下决心，解决
了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彰显了对株洲
高质量发展的担当。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1.7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1.7 亿元，为
年度预算的100.49%，增长9.32%。其中，地方收入
完成 57.82 亿元，为年度预算的 104.76%，增长
12.55%。

去年支出

民生支出351.5亿元
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9%

去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57.22 亿
元，为年度预算的95.73%，增长2.3%。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32.24 亿元，为年度预算的
93.81%，增长7.76%。

其中，全年民生支出351.5亿元，增长8.1%，占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9%，同比提高 4.2 个
百分点。包括教育支出 60.1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66.4 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4.9
亿元。预算安排5000万元支持清水塘搬迁改造，

安排8500万元支持黑臭水体专项整治和“厕
所革命”。

同时，全年财政预算安排
产业项目建设资金7.75亿元，
重点投向“五个 100”工程项
目，支持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肖蓉）昨日，市十五届人

大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书面听取了《关于株洲市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的报
告》。我市去年的钱用在

了哪里？今年的钱又
将怎么用？

制图：胡兴鑫

AA0909
20192019年年0101月月0808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责编责编：：邱峰邱峰 美编美编：：陈春艳陈春艳 校对校对：：刘昱刘昱

去年，我市受理并处置“12345”市
长热线（环保热线）、市长信箱等各类环
保投诉 5000 余起，办结率 98%以上，群
众满意率97%以上。大力开展“零点行

动”等环保专项执法行动，始终保持对
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全年环保立案
164件，处罚金额926.41万元，刑事拘留
19人。

去年环境怎么样？今年要干哪些事？
——解读《株洲市2018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

2019年环境保护目标的报告》

▲今年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要达到80%以上 记者 谭清云 摄（资料图）

1 月 7
日 ，市 十 五
届人大三次
会议召开第
一次全体会
议 ，与 会 代
表书面听取

《 株 洲 市
2018 年环境
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
成 情 况 及
2019 年环境
保护目标的
报 告》。 今
年 ，市 区 要
建成PM2.5、
PM10 监 控
小 微 站 100
个 ，空 气 质
量优良率要
达 到 80% 以
上。

2019年这样干

今年，全市生态环保工作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市区空气PM2.5、PM10平均浓度降至47、
75 微克/立方米以下，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80%以上，各县、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较上年均
有提升。湘江株洲段、洣水整体水质保持Ⅱ类
以上，渌江水质保持Ⅲ类以上，城镇集中式饮
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
保持稳定，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在城区建设PM2.5、PM10监控小
微站100个

在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建筑扬尘、生活废
气等治理方面上下功夫、求实效。今年，我市
将在城区建设 PM2.5、PM10 监控小微站 100
个，推进空气治理精细化管理。

车辆尾气治理方面，加快公共交通车辆清
洁能源改造，推进轨道交通、自行车等交通系
统建设，切实提高绿色出行比例。强化非道路
移动源污染防治，完成高污染车辆年度淘汰任
务。加强油气回收治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供
应国Ⅵ标准汽、柴油。

建筑扬尘治理方面，加强渣土扬尘管理，
争取《株洲市建筑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列入市
人大立法调研计划，积极推行装配式绿色建
筑。对全市规模以上施工工地安装扬尘在线
监测系统，实现扬尘在线动态监测全覆盖。

启动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三个“三年
行动计划”

全面启动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三个“三年行
动计划”，完成城区金属表面处理行业的规范
化整治，实现重点涉水行业稳定达标排放。采
取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
措施，进一步推进建宁港、白石港、醴陵西岸河
黑臭水体综合整治。

持续加快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建设，建
成河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和李畋镇、王仙镇
等9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完成响石岭片区、合
泰片区及 601 茨菇塘片区等老城区管网优化
改造。

加快出台《株洲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
例》，坚决关闭和搬迁畜禽禁养区内有污染排
放养殖场，持续推进分散式畜禽养殖场污染治
理和粪污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土壤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要达
90%以上

深入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监管，对重点
企业实施监督性监测，确保土壤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90%以上。

大力开展建设用地调查评估，逐步完善污
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负面清单。完成中
盐株化、煤气公司等企业场地调查。进一步完
善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区划，确保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1%。

大力实施土壤修复和治理。启动铜塘湾
片区、清水湖片区等土壤治理工程，确保修复
土地达到再开发、再利用的环境标准，还株洲
人民一口真正的“清水塘”。

（记者 伍靖雯）

2018年成绩单

空气优良天数达288天

去年，株洲市区空气优良天数为
288 天，优良率为 80.0%，较上年提高
5.5%。PM10、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为
71、45 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分别下降
12.3%、13.5%，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

成绩来源于积累。去年，我市全力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控尘、控车、控排、
控烧、控煤”等五大行动。其中，建筑扬
尘治理方面，安装扬尘监测设备48套，

整治城区工地265个（次），查处渣土运
输问题512起，基本实现市区所有工地

“6 个 100%”精细化管理。车辆尾气治
理方面，建成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
测系统和冒黑烟车电子抓拍系统3套，
完成机动车排气监督联网管理系统升
级，淘汰高排放公交车54辆。生活废气
治理方面，出台《株洲市禁燃烟花鞭炮通
告》，有效遏制随意燃放烟花鞭炮行为。

全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水污染防治方面，去年，我市深入
开展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
计划”，完成加油站防渗改造 35 家，10
个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厂完成配套
管网建设，田心片区、湘天桥片区老城
区管网实现优化改造，龙潭镇、白兔潭
镇等11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和云龙经开
区污水处理厂建成投产。

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在城区饮用
水源保护区设置防护栏，清理整治“僵尸

船”148 艘，整治排污口 7 处；全面落实
“河长制”；全面启动建宁港、白石港黑臭
水体整治，基本完成凿石港、陈埠港、枫
溪港和醴陵二圣河黑臭水体治理。

2018年，全市主要地表水体水质优
于国家Ⅲ类标准，化学需氧量、氨氮预
计全年减排 2000 吨、280 吨，其中湘江
株洲段、洣水水质持续保持或优于国家
Ⅱ类标准，渌江水质优于国家Ⅲ类标
准，全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修复治理清水、铜霞片区41万平方米土壤

2018年，我市大力开展土壤污染防
治，通过严控污染增量，削减污染存量
等手段，全面提升土壤环境承载能力。
市区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和城市污泥
无害化处置率分别达到 90%和 95%以
上。

清水塘老工业区场地治理方面，严
格落实《清水塘老工业区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方案》，开展17家企业场地环境调
查，治理和修复清水、铜霞片区污染土
壤，累计治理及生态恢复污染土地面积
41万平方米。

环保投诉办结率98%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