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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杭州市社会发展报告
暨2010年杭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报告

2008年，浙江省率先启动了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

（2008—2012）》，并且每年发布年度实施计划。2010年，为贯彻落实浙江省

及杭州市委工作会议精神，我市发布了《杭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0年度

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在《实施计划》的指导下，2010年我

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2010年我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成效

2010年，全市上下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就业、社会保障、

教育公平、医疗卫生、文体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共6大方面的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一）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2010年，我市以实施深化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充分就业行政村、创建

创业型城市、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为主线，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就业形

势总体良好。

1．就业形势总体良好

截至2010年年底，全市共使用促进就业专项资金11.86亿元。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26.01万人；帮助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14.96万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7.85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1.1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2.19％；共消除零就业家庭

182户，促进280名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实现就业，做到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

2．创业促就业效果明显

围绕创建全国首批创业型城市的总体目标，不断优化创业环境，积极拓宽

创业渠道，大力开展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活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杭州

市区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的实施意见》（杭政〔2010〕2号），扩大了扶持对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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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提高了贷款额度和贴息标准。出台《关于网上创业就业认定和扶持有关问

题的通知》，为促进“线上就业”和灵活就业提供了政策支持。开展创业项目

库及网站的建设，继续征集创业项目，举办创业项目展示会。截至2010年12月

底，主城区已建立失业人员创业园7个。共举办各类创业项目展示会31场，通过项

目展示会平台成功创业97人。新增私营企业52036户，新增个体工商户108966户。

“全员创业活动指数”达27.4％，创业带动就业比例为1∶5.38，创业活动对就

业的贡献率达31.7％。创业活力与创业效率进一步提高。

3．就业援助力度加大

以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街道系列活动为载体，多渠道帮扶城镇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再就业。2010年全市有818个社区和61个街道达到充分就业标准，分别占

社区总数的94％和街道总数的95％。主城区所有行政村达到充分就业行政村标

准，萧山区、余杭区和五县（市）61.6％的行政村达到充分就业行政村标准。

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展农村劳动力资源补充调查，建立农村

家庭就业情况台账和跟踪服务档案，加大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的发放力度，

大力开发农村公益性服务岗位，落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用工补助和社保补贴

政策。截至年底，主城区已累计发放登记证2113本，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679个，

安置农村就业困难人员上岗569人。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服务室全覆盖的基

础上，全市2116个行政村已经全部建立了劳动保障服务室。

4．就业培训扎实推进

全年培训农民13.57万人。其中转移就业培训3.94万人，转移就业3.02万人，

转移率76.6％。培训农村实用人才1.2万人。残疾人技能培训 2475人，新增就业

1958人。全年有44263名外来务工人员参加了政府补贴技能培训，28428人取得

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公共就业服务进高校。依托高校大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站工作载体，全年举办78场讲座和沙龙活动，共有19940名大

学生参与。扎实开展创业实训工作，截至2010年12月底，共10121名大学生参加

创业培训和技能鉴定。

5．劳动关系更趋和谐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劳动关系三方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工资

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重视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分区域建立

行业性企业代表组织和行业工会组织，因地制宜搭建职工工资集体协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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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截至2010年年底，全市已建工会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到了

85％，其中国有集体企业达到了100％。

（二）加快社会保险的扩面提升，人民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010年，杭州市加快社会保障“同城同待遇”步伐，继续加快社会保险的

扩面提升，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建设新型社会福利体系，大力推进保

障性住房建设，人民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1．社会保险事业上新台阶

各类保险继续扩面。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市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345.24万人、360.60万人、314.95万人和

228.53万人，分别较2009年年末净增46.93万人、37.30万人、40.81万人和28.73万人。

市本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67.69万人，比上年末净增5.85万人。全市新

农合参合人数124.35万人，参合率99.28％，人均筹资额达到上年农民人均收入

的2.42％。全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各类养老保障人数为62.34万人。

贯彻落实《杭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意见》，在确保60周岁以

上无保障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按时发放的基础上，重点抓好45～59周岁符合条

件人群的参保缴费工作。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市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95.94万人，其中 60周岁以上城乡老年居民享受养老待遇52.39万人，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率达到100％。

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基本调整到位。从2010年1月1日起，市本级职

工医保已由原15万元提高到18万元，城居医保由原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大多

数统筹地区职工医保、城居医保和新农合的最高支付限额，已分别提高到当地

职工年平均工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60％以上。加快推进医保“一

卡通”工作，扩大市域范围内医疗保险“一卡通”联网应用，杭州市医保市级

统筹“一卡通”系统已正式上线运行。

2．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健全

贯彻落实《浙江省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办法》，农村五保供

养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市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

达95.89％，供养标准均达到或超过所在区、县（市）上年度农民人均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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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市本级从2010年1月1日起，全面建立了医疗

困难即时救助机制。截至12月底，市本级共救助医疗困难人员46.80万人次，

支付救助金10987.18万元。降限扩面，法律援助实现同城同条件。认真贯彻执

行《杭州市法律援助条例》，全年法律援助案件量达到7141件，比上年增长了

12％，全市沿街一楼法律援助窗口建成率达到100％。

3．社会福利体系进一步完善

加快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社区“星光老年之家”实现全覆盖的基础

上，新建农村“星光老年之家”150家（累计3201家）。新增养老床位数4106张

（累计26037张）。新建市、区（县、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家（累计15家），

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63家（累计180家）。新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292家（累计670家）。

推进儿童福利事业发展。新（改、扩）建儿童福利院3个。加强流浪乞讨救

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市救助各类流浪

乞讨人员14527人次，各定点医院医疗救治共187人次，安置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39人，市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接收受助儿童671人。

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实施基本生活保障。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市有残疾

人基本生活保障对象21142人，累计发放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金7011.32万元。建

成了25家残疾人小康·阳光庇护中心，举办了全市首届残疾人托养管理护理人

员培训班，将6395名残疾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托（安）养工程，共为3148名残疾

人提供康复救助。

积极开展第三轮农民健康体检工作。全年全市完成农民健康体检172.6万人

次，体检率达52.96％ ，居全省首位。

4．保障性住房建设“六房并举”

2010年，全市经济适用住房实现开工73.88万平方米。拆迁安置房开工415万

平方米、竣工310万平方米。主城区开工创业人才（大学毕业生）与外来务工人

员公寓16万平方米。开工人才专项用房76万平方米、田园地块公共（经济）租

赁住房33万平方米。新增廉租住房保障4188户，其中实物配租2037户、货币补

贴2151户。市区（不含萧山、余杭区）共完成（含开工）危旧房改善面积27.3万

平方米。全市完成农村住房改造建设51128户。安置下山移民2271户、76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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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及巩固15年基础教育，城乡教育公平程度不断提高

2010年，我市全面普及巩固15年基础教育，加快优质学前教育推广，实施

城乡义务教育免杂费，贯彻落实新一轮“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妥善解决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城乡教育公平程

度不断提高。

1．学前教育发展重点推进

市本级财政投入1000万元用于扶持学前教育发展。积极开展市等级幼儿园

评估和省等级幼儿园转评工作，评定特级幼儿园（园区）9个，甲级幼儿园（园

区）57个，91个幼儿园（园区）通过省一级幼儿园评定，253个幼儿园（园区）

通过省二级幼儿园评定。全市85％、37.5％的镇（乡、街道）分别成为学前教育

达标、先进镇（乡、街道），4个区、县（市）成为市学前教育强县。进一步落

实《幼儿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新建乡镇幼儿园13所，确保全市所有乡镇均

建有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全市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达到98.3％，等级幼儿园在

园人数覆盖率达90.8％，其中优质学前教育在园幼儿覆盖率达到65.0％。培训农

村幼儿园教师342名。确保“三残”儿童少年“好上学”，全市“三残”儿童入

学率达99.95％。

2．农村中小学教育“三大工程”圆满完成

一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领雁工程”，培训中小学省级骨干教师274名，市级

骨干教师445名，县级骨干教师、校长665名。组织部分中小学特级教师分别到

农村乡镇中小学校支教。二是“书香校园”工程，为全市344所农村中小学配送

图书20.81万册。三是第二轮“农远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

为5县（市）农村学校配备了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并组织开展主播教育技术人员

省级培训、项目学校校长（负责人）县级培训、学科教师远程网络培训等。

3．职业教育能力进一步加强

继续贯彻落实新一轮“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加大实训基地建设力

度，全市新创建省级示范专业7个、省级实训基地5个、省级综合性公共实训基

地1个、市级实训基地14个，评选市级示范专业72个。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实施

名校集团化办学，全市已建有各类职业教育集团12个。努力做好教师素质提升

工作，全市教育部门直属职业学校的“双师型”专业课教师比例为82.8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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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做好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的资助工作，2010年年度，

我市将低收入家庭标准从农村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0元统一提高到4000元，对符合低收入家庭子女条件的中职在校学生，免除

学费并提供营养餐。通过“绿色通道”制度，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注

册入学，做到“应助尽助”。同时加大对特殊职教专业的扶持力度，扩大免学

费范围。全年中等职业学校减免学费达32169人次，占在校生的18.17％，共减免

4364.12万元。

4．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妥善解决

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民办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为辅”，初步建立

“一站式、多平台”服务体系，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取消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借读费，义务教育阶段免杂费、课本费、作业本费。市本级按

每学期300元/人的标准落实1600万元专项经费补助民办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及

学生。2010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读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约19.26万人，占在校学

生总数的27.76％，其中城区在读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约8.4万人，占40.22％。开展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校长、骨干教师培训，不断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校

的办学水平和师资力量。

5．校舍安全工程高标准实施

完成校舍安全排查鉴定和《杭州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规划》编制、校舍

信息管理系统、档案室建设工作。全市2010年实际完成加固改造（含重建、迁

建）建筑面积44.3万平方米，完成投入资金12.4亿元。

（四）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2010年，我市积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着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切实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

提高。

1．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

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开工建设县级医院（包

括中医院）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4家。完成677家村卫生室和

644家农村地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新建和改扩建任务。

启动县、乡、村医疗卫生资源统筹配置改革试点工程，第一批选择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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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临安作为全省试点开展以2+X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其中，临安市开展县

级医院对部分乡镇卫生院的托管改革，桐庐县实行县乡卫生人才一体化改革。

深化城乡卫生帮扶工作。开展城市医院对县级医院“万名医生下基层”

和城市医院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手牵小手”结对帮扶活

动，全年共有9家市级医院对口支援17家县级医院，每个县级医院都与2～3家乡

镇卫生院开展人员互派工作。

基层卫生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深入开展。全面开展乡村卫技人才培训，通过

高校招生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200名，全年培训基层医务人员2000人次，培养

全科医生250名、社区护士300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生培训率和社

区护士培训率均达到95％以上。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编制《杭州市区省市两级医疗资源配置规划》，

整合省、市属及高校卫生资源。稳步推进名院集团化模式建设和发展，积极探

索“市校合作、股份运作”的新机制。加快8家市属医院建设，其中已有滨江医

院、下沙医院、市十医院完成主体工程。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工作深入开展

深入实施国家9类、全省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

范化建档工作有序推进，纸质档案建档率分别达到80％和60％。落实国家重大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继续实施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对15岁以下人

群的乙肝疫苗补种，共完成全程补种27198人，全程补种完成率99.06％。落实

农村妇女住院分娩补助达到60％以上，部分地区还落实外来人员补助。在各类

健康体检（企退人员体检、农民健康体检等）和妇女健康促进工程中实施妇女

“两癌”筛查，2010年免费“两癌”筛查35498人次。确保农村妇女补服叶酸工

作实施，做到应补尽补。

创新开展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八免”项目。实行青少年免费窝沟封闭，在

2009年工作基础上扩大受惠率，全年主城区中小学生窝沟封闭率已达到80％。

实行困难精神病人免费治疗，帮助符合条件的343名困难精神病人切实享受到免

费治疗服务。实行优生优育保健“六免”服务。

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五县（市）和萧山、余杭区已落实了人均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20元，主城区不低于30元，同步还落实了城乡流动人员各按户

籍人口一半标准享有人均公共卫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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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药物制度提前全面实施

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临安市和桐庐县列为浙江省首批基本药物制度

试点实施地区，五个地区政府举办的5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125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其余五区、一县、两市和两

个功能区作为第二批实施地区，在2010年7月1日至12月25日之间相继启动，全

市所有区、县（市）已经全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纳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

层医疗机构以选用国家307种和省增补的150种药品为主，过渡阶段（实施之日

起六个月）还可使用现有库存药品，可配备一定比例的纳入医保目录的其他临

床常用药品，品规数量控制在50种，实施“零差价”销售。

4．中医药服务普及性又有提高

开展杭州市中医院、杭州市红会医院、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杭州市第

六人民医院等4个中药制剂室硬件的改造建设和设备更新，新研制了5种中药

制剂品种。强化65个中医药专科建设。全年共培养中医骨干人才110名，培

训基层中医药人员800余名，组织200余名中医药人员下乡。继续实施中医药

“三名三进”项目，着力培养名医、创建名科、建设名院，拓宽中医药服务

领域，扩大中医药服务覆盖面和利用率，提高农村、社区中医药服务可及性

和服务能力。

5．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夯实基础

加快县级计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重点扶持江干区、建德市两家县级计

划生育指导站和淳安县界首乡、梓桐镇和富阳市场口镇的计生服务站建设。落实

奖扶特扶制度，全市共有21124人符合奖励扶助政策，发放资金1521万元；共有

4222人符合特扶政策，发放资金1013万元。按照“属地化”管理的要求，把流动

人口纳入“现居住”地日常管理服务范围，免费为流动人口育龄妇女提供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全年共为86.17万人次外来已婚育龄妇女提供了免费服务。

6．农村药品安全强化监管

加强基本药物生产、配送和使用环节的监管检查，继续加强农村药品“两

网一规范”建设工作。2010年全市共完成药品监督抽验和药品快速检验3703批

次，监督抽样覆盖率为93.96％。全市7个区、县（市）、150个乡镇、2310个行

政村已全部建立农村药品监管网络，药品规范配送的行政村达到100％。建立和

完善监测组织机构网络，13个区、县（市）全部设立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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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健康城市建设全面深化

深化城乡爱国卫生运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累计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县城）5个和省级卫生镇乡20个。推进改水改厕，全市累计自来水普及率和

卫生厕所普及率接近100％，累计无害化厕所普及率达83％。加强除“四害”工

作。大力宣传贯彻《杭州市公共场所控烟条例》。广泛开展健康宣传和健康促

进行动，市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分别达到85％和80％。在市区

新建15个健康市场，开展各行各业健康单位建设，全市共命名300家健康单位。

全市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0.26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五）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和体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2010年，我市加强城乡区域文体事业统筹发展，加快建设基层文化设施，

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切实抓好全民健身工程建设，打造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城

乡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1．文化惠民工程全面实施

一是加快基层文化阵地建设，抓好71个未达标文化站的建设，全市乡镇（街

道）基本建成符合省级标准的综合文化站。新增“东海明珠”市级工程14个，

覆盖率达91％。新建村（社区）级文化活动室580个，覆盖率达90％。新建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区、县（市）支中心3个，累计11个，覆盖率达84.6％，全

省率先实现村（社区）基层服务点全覆盖。二是开展“万场文化活动下基层”

活动，组织各级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3万场，基本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

出”的目标。三是实施农村文化队伍及群众素质提升工程，培训基层文化干部

和文化骨干496名。四是推进图书信息“一证通”工程建设，新建基层服务点

118个，累计建成2200个。五是实施“文化扶贫”工程，继续送100场戏到100个

贫困村，为各地农村送书10万册。

2．青少年成长环境积极优化

以“青少年民生关爱行动”为载体，加强对创业青年、留守儿童、流浪儿

童的心理援助关爱工作，加强对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关怀呵护；加强未成年人权

益维护和预防犯罪工作的机制探索，加大对社会弱势青少年群体的援助帮扶力

度。积极推动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已建成3个市级青少年宫并对社会开

放，2个区级青少年宫一个正在装修，另一个处于项目建设前期。深入推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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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少年宫”活动，开展了20场“流动少年宫”进农村（社区）活动。

3．全民健身工程有序推进

加快基层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体育健身网络。全市新建1214个村镇健

身点，安装器材5837件，扩大体育用地268950平方米。累计已建设4504个村镇

健身点，全市健身设施覆盖率达98％以上。新建小康体育村120个，省级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1个，省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23个，省级村级体育俱乐部30个，

新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1个、非奥项目发展培训基地1个，创建体育强镇

（乡）13个；新建镇（乡）国民体质监测站13个。

（六）统筹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2010年，我市坚持统筹兼顾、适度超前的原则，提高城镇和中心村公用设

施网络化程度，推动交通、供水、通信、信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对接，加

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衡化。

1．城乡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2010年新增与更新公交车508辆，新辟公交线路15条，已开通快速公交3号

线（一期），4号线进行测试运行，5号线和7号线已经开工建设。

2．农村交通、供水设施网络建设

完工农村联网公路180公里，病危桥改造70座。农村公路临水临崖路段整治

工程完工105个项目332公里，农村公路大中修完工85个项目329.3公里。新建成

县市客运站3个，港湾式停靠站已建成360个。新增城镇供水延伸覆盖农村受益

人口61万人（其中杭州市区新增城镇供水延伸覆盖农村受益人口10万人）。

3．邮政普遍服务

完成约20000个信报箱的改造；对部分村邮站计划建设点进行调研，制订了

2010—2013年村邮站、信报箱的建设计划。

4．气象公共服务

在基层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完成市、县两级气象灾害应急预

案编制工作，协助完成45个乡镇建立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二是各区、县（市）

全部建立了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制度，创建省级气象灾害防御示范乡镇

11个；三是新增80户农业服务大户的气象服务联系卡；四是做好基层气象灾害

防御培训和科普工作，对540名部门和乡镇气象协理员进行轮训，组织开展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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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气象科普宣传活动。在公共气象服务业务设施建设上，一是新建乡镇自动

气象站10个，实现全市乡镇自动气象站全覆盖；二是萧山区和淳安县建成了气

象有线广播信息快报系统；三是新建290块气象综合信息发布电子显示屏。

5．广电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有线电视入户率达95％，有线广播通响率达80％以上。新建多厅电影院7家，

全市放映农村数字电影2.7万场以上，基本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

实施广电低保工程，按照“需保尽保”原则，共减免视听费3.33余万户。开展浙

江省农村信息化示范创星“十百千”工程，创建省级示范县（市、区）2个、省

级示范乡镇（街道）7个、省级示范村22个。

6．农村环境整治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完成383个村环境整治。创建“全面小康建设

示范村”20个、市级重点整治村296个，启动创建“整乡（镇）推进”村庄整

治11个。全市农村实现行政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全覆盖。启动创建“风情小

镇”13个和特色示范村13个，启动培育中心村49个。继续加快“811”镇级污

水处理项目建设，2010年共完成6个建制镇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7．农村新型流通体系建设

在2009年乡镇连锁超市、行政村连锁便利店的全面“双覆盖”的基础上，

2010年新增农村连锁便利店30家以上。

8．农村社区服务

新建乡镇社区服务中心39个和村级社区服务中心426个，社区服务中心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到位。

二、我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存在一定的城乡差距

近年来，我市稳步推进城乡社会事业统筹发展，着力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一体化，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了较快提升。但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结

构的制约和影响，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依然存在制度保障的失衡，城乡

公共资源分布差距较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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