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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的“智汇郑州·
1125聚才计划”，到2017年的“智
汇郑州”“1+ 22”人才政策；从
2020年的“3.0版”人才新政，到
2023年再次升级迭代的人才政
策……郑州构建起了包括岗位
开发、奖励补贴、安居保障、创业
支持、招聘服务等在内的就业创
业支持体系，着力打造青年发展
友好型标杆城市。

生活有补贴——为了吸引
更多人才来到郑州，郑州不仅对
毕业生按照每月最高 1500元的
标准提供生活补贴，而且对进入
我市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博士
后研究，在站前两年期间每人每
年给予10万元至15万元生活补

贴。对我市企业引进或出站留
企工作的博士后，给予 20万元
至30万元安家补贴。

购房有补助——在郑州租
房或者购房的符合条件的相关
人才，不仅可申请人才公寓，还
能享受最高10万元的购房补贴。

创业有补贴——除了对在
郑州首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
经营的毕业生给予最高 1万元
的一次性创业开业补贴，在运营
过程中也有最高限额 2万元的
年补贴，若成为大众创业扶持项
目，将有 15万元项目补助。同
时，大学生电商领域创业首年度
给予全额补贴，第二年度按照
50%比例给予补贴，每年最高不

超过 2万元；入驻市级以上软件
园进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领域创业，政府将给予创业企业
首年度全额补贴，第二年度按照
50%比例给予补贴；自主创业的
高校毕业生还可申请不超过 5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截至今年 6月底，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8.45万人，完成年度目
标 12.65 万人的 66.83%。20 万
大学生来郑留郑 10.36万人，完
成年度目标的 51.82%。组织失
业人员就业技能培训 1.79万人
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56.43%。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48亿元，完
成 年 度 目 标 13.46 亿 元 的
33.27%。

政策护航 为人才发展提供后勤保障

歌声共、水流云断，且
陶陶、乐尽天真。长安路与
柳林路交叉口金水市民中
心A栋4楼内，金水区“人才
夜校”课程正酣，声乐课老
师韩洋洋正带领着年轻学
员学习发声方式。选择休
息时间充电，学员们不为考
证不为前途，只为了悦己圆
一个梦，追逐心中的光。

人才蔚起，国运方兴，
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金
水区围绕全市打造国家人
才高地的目标，由区委人才
办牵头成立了金水人才服
务（青年创新创业）中心，金
水人才集团负责运营，为企
业与人才提供综合性服务
的专业化平台。

“金水人才服务（青年
创新创业）中心是全市第一
家，也是人才来郑留金的第
一站，我们主要为有创业想
法的人才提供融资、创业辅
导、政策以及工商财税等人
力资源的支持。”金水人才集
团总经理姚岚表示。为有效
破解青年人才“学习难”问
题，今年2月，金水区依托中
心探索建立了全省首家县区
级“人才夜校”，利用晚间业
余时间为人才“充电赋能”。

金水“人才夜校”围绕
“学艺”和“学习”两大定位，
常态化开设健身操、太极
拳、声乐、摄影/视频剪辑等
实用、易学、多元化的课

程。一杯奶茶钱，享受一堂
课，夜校首期一经推出，便
成为潮人下班后的新宠和
聚集地。

夜校将中心作为教学
的主阵地，同时在青年人才
聚集地设立分校，形成“1+
N”的夜校阵地体系。目前，
夜校二期已经启动，且中心
总校，凤凰台、姚砦、西亚斯
（郑州分校）、杜岭 5所分校
同开，方便人才就近充电。

为了拓宽发展范围，让
“人才夜校”成为专业、有范
儿的品牌夜校，金水区进行
了全面品牌形象升级并更
名，4月份，逐光人才夜校正
式面世。第三季度，夜校分
校将达10校以上，涉及惠济
区、东区，最终形成 10至 15
分钟“人才服务圈”。

与此同时，高层次人才
在夜校学习有福利送上，

“凡是持有市、区高层次人
才认定证书的学员免费参
与；‘金标准’体系认证人
才可享受九折优惠”，金水

“人才夜校”项目经理刘爽
十分期待。截至目前，“人
才夜校”二期进行中，五校
共设置 21 门课程，学员人
数接近 500 人。为了确保
学习课程是群众所需，夜
校根据人才需求不断优化
教学质量，吸引并留住更
多优秀青年人才在金水就
业创业兴业。
记者 王翠 文/图

1300万人口，近悦远来“郑”有魅力
18万，是2023年郑州一年内新增常住人口

的数量。
自此，郑州全市常住人口首破 1300万人，

达到1300.8万人。
而18万这个人口数字增量，让郑州冠以“北

方人口增量第一城”称号。
其实，纵向比较，过去十多年，郑州一直是

人口增长排名靠前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2010至 2020年，郑州常住人口增长
了 397.4万，仅次于深圳、广州、成都和西安，位
居全国第五。之后的 2021年、2022年，郑州的
人口增长也分别达到 12.2万、8.6万，基本维持
在前十以内。

郑州这座不沿海、不靠边的内陆城市，何以
成为“北方人口增量第一城”？人口虹吸效应的
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人气密码？

■细微 深改察2023年，郑州市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13617.8亿元、同比增长
7.4%，经济增速领跑九大国家中
心城市、26座万亿级城市和中部
六省省会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12.8%，增速居 9个国
家中心城市首位。

产业的发展是人口集聚的
重要动力。

以产业转型制造新的人口
增长点——在郑州重点发展的
20条产业链中，蕴蓄新质生产力
的产业包括算力、元宇宙、人工
智能、机器人、量子科技等未来
产业，以及计算终端、传感器、氢
燃料电池、卫星、无人机等新兴
产业，各式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如
雨后春笋般在郑州落地。

加快建设汽车制造，郑州集
聚了上汽、比亚迪、东风日产等7
家整车企业和宇通重工等专用
车企业15家，汽车产能超过260
万辆，整车出口覆盖全球 100多
个国家。

以高新技术为城市“谋未
来”——郑州倾力打造算力之
城、电子信息之城、汽车制造之
城、量子之城、氢能源之城……
如今，郑州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5800多家、科技型企业1.3万家、
专精特新企业 3554 家，形成了
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
型材料等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
集群，数字经济规模达 6500 亿
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超过 50%。电子信息产

值突破 6000 亿元，新质生产力
打造动力新引擎。

以平台为城市发展“搭舞
台”——2023年，中原科技城跃居
全国科技城综合排名前20，新签
约一流大学研究院6所，新增国家
重点实验室4家、总数达14家，新
增省实验室5家、总数达12家。

加上中部崛起战略进入新
的周期，郑州获批全国第 10个、
北方第 3个国家级都市圈，河南
省首条跨城地铁——郑许市域
铁路正式开通运营，“郑汴许”金
三角逐渐成形……郑州的城市
辐射面不断扩大，城市的综合实
力也将更上一层楼，必将吸引更
多河南乃至全国各地的人口来
郑学习、工作、创业、安家。

2023年3月，郑州市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36条”，从进一步简
政放权深化改革、加强政务服务
基础建设、提高政务服务便利
化、推动惠企政策全面落实、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提出 36
条政策措施，力争营商环境迈进
全国第一方阵。

“一网通办、一次办成”，如
今在郑州，围绕个人常办的出
生、就学、创业、退休等事项，以
及企业常办的工商注册、社保缴
纳、工程建设、纳税服务等事项，
都可实现“掌上办”“刷脸办”，高
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让来郑之人

赞不绝口。
“无事不扰、有事快办”，为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高新区大
力深化“一网通办”，推动电子证
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材
料应用尽用，推行全流程“保姆
式”服务，其经验做法入选全国
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典型案例，获
全国推广。

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36
条”到“一件事一次办”上线运行
主题场景 20类 405项……郑州
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不断取得
新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郑州
扎根生长，人们就业有了更多选

择，宜居宜业的郑州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才汇聚于此。

数据显示，2023年，郑州市
新增经营主体 42.47万户，总量
突破 200万户；新增高技术企业
1980家、科技型企业1547家，吸
引留郑大学生22.7万人。

数据显示，2024 年前 5 个
月，郑州市经济运行呈现延续稳
中向好、趋优向新的发展态势，
这些成绩不仅展现了郑州市的
繁荣与活力，也彰显了这座城市
在吸引人才、集聚人才方面的强
大魅力。
记者 李娜 陶然 李宇航

近悦远来 厚植营商环境沃土

“人才夜校”留住青年就业创业

提质焕新 打造新的人口增长点

年轻人在夜校学习

大学生在招聘会研究用工企业需求 记者 周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