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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和政策扶持、软硬件环境的改善
密不可分。

郑州市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
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得创新创业
体系日趋完善。

我市加大财政科技金融资金投入力度，设
立3亿元科技企业发展基金。建立科技贷款风

险补偿分担机制，设立5000万元科技贷款风险
补偿准备金。

今年初，我市与省科技厅各出资1亿元，设
立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基金，吸引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支持科技
成果转化。

“目前，我市创新创业服务环境更加成熟。”

郑州市科技局负责人说，现在，政务服务“软环
境”增强了，工商、税务、项目、人才等政务服务
可高效协作。

我市实施“科技创新券”计划，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创业企业和科技服
务机构“精准对接”，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
公里”。

“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上半年为我
们节省了近4万元，这对小微企业来说
是一个大红包。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
以后发展起来信心更足了。”昨日，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
心，正在办理涉税事项的刘慧高兴地说，
她在一家电梯安装与维保公司工作，今
年，国家将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
准提至50万元，对他们公司十分有利。

近两年，各项税收新政的落地，进一
步降低了我市大小企业的税收成本，让
企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轻；而商事制度
的不断改革、针对各类进出口企业通
关模式的不断创新，帮助企业大大降
低了时间成本，也让企业发展的脚步越
来越快。
郑报融媒记者 肖雅文

中牟县刁家乡共辖28个行政村，约4.1万
人，辖区总面积82.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6.7万亩，是传统农业大乡，经济发展落后，农
村各项基础设施薄弱。该乡共有贫困村 11
个，其中省级贫困村8个，市级贫困村3个。

如何改变现状，脱掉贫困帽子，让全乡群
众过上好日子？

“我们不能等不能靠，通过多次与党员、
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同时
结合乡情实际，最终我们确定了引导土地流转
打造招商平台、狠抓基础设施筑巢引凤、发展
支柱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发展思路。”刁家乡
党委书记姚国森带领乡党委一班人多次调研，
反复商讨，最终确立了脱贫攻坚的发展思路。

脱贫攻坚进行时大郑州 新气象

郑州创新创业体系日趋完善
夏日清晨，田野里满目苍翠，生

机盎然。
昨天一大早，记者来到了位于

中牟县最东南的刁家乡万邦千禾农
场葡萄园，只见晨光沐浴下，串串紫

葡萄令人垂涎欲滴。走进园内，只见几名园区工人娴熟地采摘着葡萄，脸上满
是丰收的喜悦。记者上前打听，得知他们都是刁家乡付李庄村的贫困户。

“以前种地累死累活，东西还难卖出去。现在中了，有农业公司在我们这儿
租了地，开发现代农业，我们不但能拿租金，还能在这儿打工挣钱，比以前过得
得劲多了！”正在小心翼翼剪釆葡萄的村民任记周兴奋地对记者说。
郑报融媒记者 卢文军 文/图

不等不靠，筑巢引凤开辟脱贫路

通过近两年不断努力，全乡土地流转面
积已近 1.2万亩，土地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曾
经的水、电、路“三梢乡”这顶沉重的帽子也
被甩掉了。与此同时，该乡先后引进了万
邦、陇西等多家农业公司，依托其雄厚的实
力和资源，以都市型现代农业为主导的支柱
产业正在逐步形成。至此，刁家乡在脱贫攻

坚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万邦千禾农场是刁家乡引进的第一个

农业项目。该农场规划占地 2.5万亩，主要
采取“土地流转、社区推动、倒包返租、合作
经营”的农业新模式，将农业生产加工、科技
科普展示、休闲观光娱乐有机结合，提高农
业和农产品附加值。

整合土地，探索都市型现代农业

这其中，被流转土地农民有三方面的收
益：出租土地的收益；与公司开展合作，利用
园区的设施进行高效农业种植、加工、服务业
获得的收益；通过为农场种、养殖业提供劳动
力而获得稳定的工资报酬。目前，千禾农场
一期近6400亩的农业园区已建成投产，带动
周边3个村庄农民就业600余人，其中涉及沃
孙、付李庄2个贫困村贫困人口160余人。

“身体不中，不能干重活儿，在这儿就是
拔拔草、浇浇水，身体还受得住，一天 60块
钱，孩儿他妈在俺村打扫卫生，也是轻活儿，

一月 800块钱，再加上地租，也差不多，能在
这儿打工挣个钱可满意。”付李庄村贫困户
任雪才夫妇二人常年有病，不能干体力活，
现在任雪才在万邦千禾农场石榴园打工。

核桃园里，贫困户王书田正在给核桃树
浇水。说到农场给他带来的变化时，他乐呵
呵地说：“乡里把农场弄到俺村儿可真是个
大好事儿，咱收着人家地租，人家还让咱跟
着打工挣钱，还能学学核桃种植技术，有一
技之长还能致富，那咱对前面的好日子更有
盼头儿……”

村民喜获3重利，脱贫致富底气足

减税负提效率 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昨日上午，郑州高新区的金源创业孵化器众创空间里，环境幽雅，咖啡香味四溢，许多年轻创客谈论氛围浓厚。这只是郑州市创新创业的缩影。在郑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
许多优惠政策，门槛更低了，办手续更便捷了，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创新创业的良好局面初步形成。郑报融媒记者 王军方 李丽君/文 丁友明/图

朝气蓬勃、思路活跃的创客们，正活跃
在郑州的众多的孵化器里。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里的金源创业孵
化器，是我市第一个众创空间。这个孵化器通
过资讯平台、培训平台、项目平台、资金平台、
孵化平台的资源整合，帮助入孵项目进行业务
对接、上下游资源整合等，助推企业发展。

这栋高楼不仅承载着很多年轻创客的
梦想，也孕育着郑州自创区未来的希望。

二楼的众创空间，是开放式的办公区，

为创业者交流提供了便利。那里的每个工
位，都可注册一个公司，郑州盈和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 5月，盈和软件进驻金源。从刚开
始的 2个人创业，到现在 20多人的技术团
队，产品市场也越来越大，他们还参与了一
些政府重点项目。

“不仅享受房租补贴，还有一系列软性
服务，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获得了企业更好的
发展环境。”盈和软件总经理何晖说。

众创空间：创客云集充满活力

政策扶持：打通最后一公里

高端创新资源短缺，大院大所较少，211院
校我市仅有一所，是郑州的短板，但郑州却能突
破瓶颈。

黄河科技学院机械自动化专业的李威就是
一位创业明星，他设计的自平衡独轮车上市后，
很快就收到了来自海外厂商的订单。“现在世界
上有60多个国家的人在用我们的平衡车，今年
预计销售额 6500万元。”李威说，他们的成功，
与创新创业的利好政策分不开。

他认为，人才是创新创业的灵魂支柱。在
郑州，像李威这样的创新创业人才还有很多，他
们根植于生物医药、VR等领域。

目前，市内的大学院校，如郑州大学、河南
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等，改（扩）建了一批科技
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我市不但有计划地加快培养发展急需的专
业人才，还引进一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启动
实施“智汇郑州·1125聚才计划”。

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出马，向全国知名院
校抛去橄榄枝。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
大、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在我市建设了
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或新产业育成中心
等载体平台。

国家专利审查河南协作中心、国家技术转
移郑州中心、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中国技术
交易所郑州工作站和国家创新驿站郑州站点等
机构，相继落户郑州。

筑巢引凤：人才“洼地”变“高地”

目前，创新创业生态圈在郑州市已初步
形成。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国家首批
双创示范基地，我市创新创业载体建设获得新
突破。

根据郑州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年行动
计划(2016-2018年)》，我市将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成为河南
省改革创新先行区、创新创业引领区、双创服务
示范区、双创生态优化区；全市创新创业载体数
量达到200家，载体面积突破1000万平方米，在
孵企业达到7000家。

到去年底，我市 20个创新创业综合体基本
建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以上，入驻企业

超过3000家，实现了科技企业孵化、创业培育、
创新研发、科技服务、人才集聚和生活服务的集
约功能。

3年内，我市将实施众创空间倍增、创客育
引等工程，大力发展包括互联网创业平台、科技
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在内的梯级创新创
业载体，形成适合各类创新创业需求的生态圈。

良好局面：初步形成创新创业生态圈

一年省6万多，企业发展负担轻了
收到税收优惠政策“红包”的，不止刘慧这

一家企业。“我们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平均在40
万元左右，不在原政策减半征收标准之内。”华
信物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闫女士为记者算了
一笔账，假如她们公司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就须要全额纳税，而且税率是25%，这样算下来
企业所得税每年需要缴纳近 10万元，减半征收
标准提至 50万元之后，企业每年所得税只用缴
4万元左右，仅这一项，她们公司每年就可以少
缴纳6万多元。这笔钱，可以更好地培训员工，
提高服务质量。“这对小微企业来说是非常利好
的一项政策，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企
业负担。”

记者从市地税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小微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
万元提高至50万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50
万元(含50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进一步扩大。

郑州新区国家税务局综合科副科长陈旭告
诉记者，为了让更多的小微企业受益，企业在进
行申报时使用的企业端会对企业申报情况进行
识别，如果企业符合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条件，系统
会主动作出提示，同时，郑州市税务系统也会定期
对企业申报情况进行分析，如发现应享未享的，工
作人员会协助其进行退税或者重新申报。

据统计，2016年，全市共有 1.7万户小微企
业享受所得税优惠 1.2 亿元，优惠面达到
100%。2017年上半年，全市共有近 8万户小微
企业减免增值税5.88亿元。

营改增一年，企业纷纷收到“红包”
去年 5月，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少企业由起初担心税
负增加到如今切实地享受到了减负的红利。“心
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财务部负责人王珩笑着
告诉记者，“营改增后，截至 2016年底，企业增
值税应纳税额 268.97万元，较营业税口径减税

233.8万元，税负较前期预测大幅下降”。
提起营改增后的税负变化，同样感触良多

的融创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许洪
亮说：“2016 年 5~12 月，企业增值税销售额
62844.95万元，增值税额 7540.33万元，与营业
税时期的口径相比，企业减负377.02万元，我们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政策红利。”

郑州新区国税局税政处处长白予明告诉记
者，为了让企业用好、用足政策，郑州新区局在
上门走访，一对一辅导的同时，以实际案例的形
式对营改增后四大行业税负的下降与上升原因
进行比对剖析。截至 2017年 6月，全市营改增
纳税人户数达到 15.96万户。2016年营改增减
税75亿元，2017年上半年预计减税20亿元。

“秒通关”吸引全国各地企业来郑
税负减少了，企业发展的空间也随之扩大，

市场活力随之增强。昨天上午，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里依旧是“红红
火火”，刚刚进行完工商注册的张毅一脸轻松。

“带齐一套材料，在一个窗口就能把工商、税务
等证照一次办齐，节省了不少时间。”

记者看到，在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内，摆放
的各类自助设备使用率很高，各种政策说明及办
事流程，扫一扫二维码一目了然。企业登记全程
电子化，使企业节省大量时间、人力投入和各种费
用开支，大幅降低了办事成本。截至6月底，全市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0.47万户，同比增长21.59%，
注册资本2.75万亿元，同比增长6.12%。

据悉，商事制度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的同时，我市进出口贸易也在良好的政策和通
关环境中快速成长。其中，郑州跨境电商的迅
速发展让“郑州模式”引领全国，郑州海关首创
“电子商务+保税中心”的跨境电商保税通关模
式，打造了领先全国的“秒通关”综合信用服务
平台。对鲜活易腐货物实行“提前申报、货到验
收”，时间成本的大大缩减也吸引了北京、上海、
山东、深圳、大连等省市多家进出口企业来郑州
办理通关手续。郑州试点的“E贸易”已经叫响
全国，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亮丽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