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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我省出台一揽子措施

3至5年建成20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力争经过3~5年的努力，形成

20个左右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带动力
的千亿级产业集群。8月1日，记者
从省政府获悉，我省近日出台《河南
省推进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我省将采取一揽子措施，更好
发挥产业集聚区转型发展攻坚主阵
地作用。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豫哈情谊，宛如石榴籽一般紧紧相抱。这个夏
日，一群青少年跨越 2000 多公里，从祖国边陲的
新疆东大门哈密，来到中原腹地商都郑州，手牵手寻
访华夏文明的源头，切身感受中原文化独特魅力，共
迎新中国70华诞。这群青少年的到来也为郑州即将
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奏响精彩夺目的
青春乐章。

8月1日，由省政府主办，郑州市政府、团市委承办的
2019年豫哈青少年夏令营郑州分团活动圆满结束。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朱钰玮 实习生 于晴/文
郑报全媒体记者 宋晔/图

豫哈情融石榴籽 共庆新中国70华诞
2019豫哈青少年夏令营郑州分团活动落幕

目标
3~5年

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
取得实质性进展

根 据 方 案 ，我 省 要 力 争 经 过

3~5年的努力，全省产业集聚
区高质量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工

业用地亩均税收达15万元，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超
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

普及率达60%，形成20个
左右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带动力的千
亿级产业集群。

任务一 提高亩均产出效益
根据方案，我省产业集聚区将持

续开展企业分类综合评价。每年度开
展一次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将企业
分为A类（优先发展类）、B类（鼓励提
升类）、C类（倒逼转型类），配套实行差
别化政策。

同时，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开展产业集聚区低效用地整治提升行
动，对停建缓建项目、停产半停产企业
占用土地和批而未供、闲置土地进行
清理处置，实行存量盘活与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挂钩机制，鼓励采取租
赁、回购、重组、“零地招商”等方式于
2020年底前全面盘活存量低效用地。

任务二 提速产业集群培育
开展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行动。各

地中心城区产业集聚区限制发展并逐
步退出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一
般制造业，打造引领性强的高新产业
集群或与城市功能相协调的都市型产
业集群。县城二星级以上产业集聚区
重点围绕市域主导产业，谋划实施扩
链、补链、强链项目，打造特色鲜明的
专精产业集群；县域其他产业集聚区
重点完善产业配套，谋划实施现有企
业转型升级项目和承接有技术含量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促进主导产业
集群量质齐升。推进产业集群商标品
牌培育基地建设，建成 20个以上国家
级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

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推
进产业集聚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省级以
上研发平台全覆盖，新建一批省级以

上新型研发机构。开展产学研用基地
建设行动，推进产业集聚区与高校、科
研院所等共建大学科技园、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
士后创新示范中心、技术转移中心，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施产业
集聚区主导产业关键技术攻关计划，
择优纳入“十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
项予以支持。

培育引领型企业和优势品牌。各
产业集聚区按主导产业分别确定 2~3
家龙头骨干企业，在项目建设、技术创
新、人才引进、重组合作等方面给予专
项政策支持，培育成为带动力强的引
领型企业。加快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
增计划。每年在全省产业集聚区选择
500家企业开展产品质量检测诊断，培
育形成 1000个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
有率的名优产品。

任务三 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实施“绿色工厂建设”，不达标或

被停工。
根据方案，产业集聚区要推进绿

色工厂建设。2020年底前完成产业
集聚区企业污染集中整治和重点行
业提标改造，对未达标企业实施停产
改造或关停取缔。建成 70家左右绿
色工厂。

开展绿色园区创建。创建10家左
右绿色园区。推动我省京津冀大气污
染传输通道和汾渭平原城市产业集聚
区在 2020年底前完成循环化改造，并
逐步向全省范围拓展。

整治提升以化工为主导产业的产

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调整
时，不再新增化工主导产业。开展产
业集聚区化工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对
达不到卫生和安全防护距离要求或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依法限期整改或
予以关闭。

任务四 推进智能化改造
智能城市、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都

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省将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全面

开展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
能化改造诊断服务，推广智能制造新
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关键岗位“机器
换人”、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智能车间
和智能工厂建设，A类和B类企业智能
化改造要实现应改尽改。

推动企业建平台用平台。拓展
“智能+”，依托产业集聚区龙头企业，
通过自建或与平台服务商合作等方
式，建成 20个左右行业性工业互联网
平台。

我省还将建设智能化示范园区。
加快第一批10家智能化示范园区试点
建设，总结推广经验和模式，2020年底
前建成20家左右示范园区。

任务五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高层次管理人才引进机制。

对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以外的
班子成员以及招商引资和专业岗位急
需的管理人才、特殊人才，可实行特岗
特薪、特职特聘。完善产业集聚区相
关生活配套设施，支持企业大力引进
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

五大任务

寻访华夏文明 探寻中原奥秘
豫哈青少年夏令营郑州分团活动为期

4天，120余名来自哈密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三师和郑州的青少年手拉手，一
起文化寻访和研学交流，了解中原的悠久
历史、厚重文化，感受河南郑州经济社会发
展新气象和70年改革开放新成就。

在登封，孩子们参观了少林寺，学习少
林功夫的精深奥妙。在新郑，孩子们游览

黄帝故里景区，纪念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
拜祖广场前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庆祝即
将到来的新中国 70华诞。在市少年科技
馆，孩子们参与陶艺制作、3D打印、激光加
工等趣味项目，流连于科技的无穷魅力。
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孩子们了解馆内文
物、遗址以及仰韶文化的独特内涵，一双双
明亮的眼睛里透露出对远古文明的敬畏和
思考。

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孩子们在志愿者
的带领下走进河南省中药植物园，学习博
大精深的中原医学文化，并在老师的带领
下领略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传统功法。

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城市会
客厅，孩子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到，郑州不仅
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一
座充满活力、日益开放的现代化城市。

而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双鹤湖

中央公园、中原福塔等地，小客人们切身感
受了新时代郑州发展的强劲脉搏以及中原
大地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豫哈情融石榴籽 共庆新中国70年
“这是我第一次来河南，交了不少各个

民族的新朋友，了解了很多历史文化知识，
希望有机会再来河南，也欢迎河南的小伙伴
们到哈密做客。”返程之际，来自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三师的小姑娘拉着河南小伙伴
的手依依不舍，互留了联系方式相约再见。

从文化寻访到研学交流，从陌生到相知
相伴，短短4天，哈密的青少年和郑州市的结
对青少年们同吃同住同行同乐，使两地青少
年情谊进一步加深，而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活动内容使两地文化进一步交汇碰撞、和
谐相融。2019年豫哈青少年夏令营，开启了
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篇章。

豫哈两地，情谊绵延。豫哈青少年夏
令营活动将进一步扩大两地青少年交流交
往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青少
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加快建设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为豫哈两地繁荣发展努力
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