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驱动发展，科
技引领未来。昨日，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开放合作北京推介会
举行，我省与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
名高校，以及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司等重量级央
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广泛汇聚海内外高端创
新资源，进一步加快自
创区建设步伐，引领带
动全省创新发展。
郑报融媒记者 覃岩峰
李丽君 王继兵 刘俊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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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带领
视察团一行莅临郑州，对我市水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进行专项民主监督性视察。

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钱国玉，市委副
书记、市委秘书长靳磊，市政协主席王璋，
副市长李喜安，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郭锝昌，
市政协秘书长陈松林陪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贾鲁河沿岸、西
流湖公园、五龙口污水处理厂、新密市双洎
河人工湿地、新密市云岩宫水库，实地了解
郑州市水污染防治攻坚及生态水系综合治

理情况。
据介绍，郑州市中心城区已建成大型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 6座，目前日均处理
污水160万吨，污水处理率达95%以上。

叶冬松对郑州市水污染防治攻坚和生
态综合治理工作给予肯定，希望下一步认
真学习中央关于生态建设和水污染防治的
系列精神，贯彻落实好省政府关于水污染
治理和生态建设系列方案政策措施，围绕
生态建设和水污染治理攻坚过程中的突出
问题，处理好攻坚阶段性目标任务和长期

水环境提升的关系，处理好当前集中整治
与长远机制保障的关系，处理好重点流域
断面整治与大生态建设的关系。希望政协
围绕市委、市政府重点目标方案措施，组织
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助推市委、市政府方
案的落实，协助解决攻坚过程中的问题。
企盼郑州能够在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今后
的水环境建设中起到示范带动样板作用，
使郑州的做法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郑州
不仅要做经济社会城市发展的领头羊，在
水环境和水生态建设中也要走在前列。

针对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靳磊表示，
下一步，将态度更坚定，围绕“大生态、大环
保、大格局、大统筹”,坚决打赢水污染防治
攻坚战。目标更明确，坚持建管治护并取，
确保各项任务目标的落实。方法更科学，
及时采用新的更好的技术，向科学要投入
产出的效率，向科学要综合治理的效果。
作风更加务实，以更加勤勉的态度，扎实
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工作成效有显现、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城市体制有更明显改善。
郑报融媒记者 李爱琴

昨日，记者从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放
合作北京推介会上了解到，国务院批复建设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来，作为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郑州市委、市政府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对照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要求，认真谋划、积极作为、多措并
举，强力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到2020年，示范区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超过36件，研发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到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6%。

高标准打造科技集聚高地。我市高标准规
划中原科创谷，计划拿出30平方公里的区域，按
照“一年打基础、三年出形象、五年成标杆”的建
设进度，将其建设成为集“高端研发、创业孵化、
人才集聚、成果转化、产业育成、科技金融、总部
基地”功能为一体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研发
创新高地、科技成果转化辐射高地、新产业新业
态育成高地、科教资源集聚高地。

政策叠加虹吸效应明显。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示范区建设，在广泛借鉴发达地区先进
政策基础上，制定了36条更具突破性和含金量
的优惠政策，从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平台引进、
科技型企业发展、科技与金融结合等方面给予
示范区全方位支持。

目前，示范区建设已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支
撑体系，主要有：在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方
面，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补助全覆盖。

在创新平台引进方面,对政府主导的大学、
科研院所在郑设立分支机构的，在土地、建设
资金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议的政策给予支持。
对国（境）外著名高校、研究机构、跨国公司在
郑州市独立注册或与郑州市联合共建研发机
构的，给予重奖。

对新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根据上年度非
财政经费支持的研发经费支出额度可给予最
高1000万元的补助。

对新获批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载体，除按国
家、省规定支持外，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并根
据建设任务对岗位设置、人员配备、用地用电
等需求给予优先保障。

对“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企
业分别给予一定的奖补，对新引进的金融机构按
照不同类别，给予150万~1000万元的奖补。

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实施“智汇郑州·
1125聚才计划”，将在 5年内统筹 40亿元财政
资金，重点引进 1000名掌握核心技术资源、具
有较强创新创业能力的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
新创业紧缺人才。

去年河南通过审计
增收节支63.22亿元
国家级省级贫困县
2020年前每年审计一次

本报讯 2016年，全省审计机关共
对 6748个单位进行了审计，查出损失
浪费金额8.08亿元，通过审计为国家增
收节支 63.22亿元；今年，我省审计将
“剑指”七大领域……4月 6日，全省审
计工作会议暨审计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举行，对我省审计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

查出单位损失浪费金额
8.08亿元

2016年，我省审计工作成效明显。
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审计机关共对
6748个单位进行了审计，查出损失浪费
金额8.08亿元，通过审计为国家增收节
支63.22亿元。

其中，在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中，医
疗保险基金审计查出违规金额25.66亿
元，移送案件线索40起，涉及238人；保
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发现89个市县违
规认定农村危房改造对象3127户，涉及
拨付补助资金2207.6万元。备受关注的
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中，我省严肃查处招
投标不规范、多计工程价款、偷工减料等
违法违规问题，核减投资或结算额27.98
亿元，有效预防和治理工程领域腐败。

国家、省级贫困县每年审计1次

“不折不扣抓好今年审计任务落
实，充分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会议明确提出，今年我
省审计工作将剑指七项重点任务。分
别是做好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
审计；深化财政审计，持续加强“三公经
费”、会议费使用和楼堂馆所建设等方
面审计，促进厉行节约和规范管理；加
强扶贫和民生资金项目审计，今年起到
2020年，每年将对我省 53个国家级和
省级贫困县审计1次，对其他非贫困县
3年轮审一遍；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加强
政府投资和外资项目审计，省审计厅将
组织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浦山特
大桥、新郑国际机场二期、高速公路等
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外贷援款项
目进行审计，各市、县审计机关要进一
步加大辖区重点建设项目审计力度，努
力实现投资项目审计全覆盖；加强企业
和金融审计；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具体化
为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内容。
郑报融媒记者 裴蕾

省政协监督视察水污染防治工作

广聚创新资源 共襄河南发展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推介会侧记

新动力，一大波项
目签约河南助发展

聚焦“三区一群”国家战
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此次推
介会上签约亮点频频，“顶
尖”、“高新”、“转型”、“务实”
热词不断。

合作对象瞄准“顶尖”。
作为河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核心载体，自创区和顶
尖创新机构合作潜力巨大。

合作领域注重“高新”。
此次推介会，重点围绕我省亟
须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技
术对接，充分展示出国家自创
区建设的巨大创新需求。

合作重点突出“转型”。
此次推介会，围绕在装备制
造、新型材料等主导产业和生
物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以及现代
农业，将合作重点聚焦在支撑
产业转型发展上。

合作方式坚持“务实”。
此次推介会，不但签订了一系
列战略合作协议，更落地了一
批实实在在的科技项目、平
台，这些平台犹如一个个支
点，必将撬动着数以千亿级的
产业。

推介会现场签约的优选代表项目中，有6个
落地郑州，必将有力助推全市高新产业发展。

其中，郑州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签约，
共建中国航天军工技术转移研究院，拟到2020
年研究院将发展形成科技人员超500人左右规
模，产值超过 5亿元、拉动产值超 20亿元的高
科技、创新型领头企业。

郑州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签约，共建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郑州分所，为郑州市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引擎和示范。

郑州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的中电郑州轨道交通技术研究院及
新兴产业基地，拟投资 260亿元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大数据开发、信息安全技术）、智能制造
等领域，为郑州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引擎

和示范。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商务局与北京德奥平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昂睿生物科技
产业园项目落户航空港实验区，该公司拟于近
期再投入1500万元，建设目前国内首家独立运
营的心脏诊断中心，2017年预计可实现近 2亿
营业收入，贡献税收近1000万元。

郑州与北京汇泽博远机器人投资有限公
司签约共建郑州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据悉，该
项目总投资约143.5亿元人民币，建设周期约5
年，规划面积约 1500亩，打造中原地区机器人
产业集群。

郑州与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签约，将通力互联业务总部落地郑州，助力
郑州市打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高地。

近年来，我省坚持开放带动战略，扎实推
进科技对外开放合作，积极开辟新渠道，与国
家科技部开展了省部会商、与国内知名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进行深度科技合作，吸引、集成省
外的优势科技资源。

自 2014年全国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
来，郑州深入实施，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中国
（郑州）国际创新创业大会，科技创新综合实力

持续提升。与此同时，我市着力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围绕智能终端（手机）、轨道交通装备、精
密机械制造、新能源汽车、超硬材料、北斗导
航、大数据、物联网、信息安全等9个产业，大力
实施产业创新专项计划，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到 765家，占全省的 46%。郑州高新区自主创
新能力显著提升，部分关键指标进入全国高新
区第一方阵。

添活力，6个优选代表项目落户郑州

开放创新，河南有实力郑州有底气

自主创新示范，郑州鼎力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