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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优向新向未来
郑州新质生产力发展“加速度”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中明确提
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充分激发创新动能。目前，我市新质生
产力发展情况如何？成效咋样？12月26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书面听取了关于郑州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提到，我市扎实
推进产业向新、发展提质、创新发力，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近年来，我市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持续提高，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
企业 1.3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 5800 多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4058家、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1129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117家。

各类创新平台压茬落地。目前，
全市已汇聚 14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7

家省实验室，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2197
家，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63家。

一 流 大 学 研 究 院 建 设 稳 步 推
进。截至今年 10 月，全市已签约落
地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
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 5 家一流大学郑州研究院；正在
重点推进与大连理工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的合作。

■关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现代产业体系聚势发力

科创能力向新求质

人才集聚“磁场”强

建议尽快出台《郑州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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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赵晓聃）今年前 11个月，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分 别 增 长 8.6%、
10.3%、7.1%；预计全年旅游接待总人
数达到3100万人次，其中接待境外游
客 7.2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6%……
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登封市第六届
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上，一串串数据引人注目。

2024年，登封全面开展“三标”活
动，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以“三大战役”为统揽，
部署实施“十项行动”，统筹抓好“四
个提升”，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
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的良好
态势，工业支撑更加坚实、文旅品牌
更加响亮、乡村产业更加繁荣、风险
防范更加有力。前11个月，该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均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2025年，登封将围绕“建设世界
级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一目标，持续
打好“产业提质提速、文旅文创融合、
乡村全面振兴”三大战役，着力强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科技创新赋
能高质量发展、党建引领网格化治
理”3个支撑，力求在项目建设、产业
升级、文旅融合、城乡融合、民生事
业、营商环境优化等 6 个方面取得
新的更大突破，推动经济发展提质
增效。

2025年，登封将奋力推动项目建
设实现新突破，抓早项目谋划、抓优
项目引进、抓实项目建设，尽快把

“项目增量”转化为“效益增量”；奋
力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新突破，推动

主导产业快成长、上规模，传统产
业提层次、强实力，未来产业布新
局、占先机，产业平台扩规模、升能
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奋
力推动文旅融合实现新突破，加强
文物遗产保护传承，持续丰富优质
文 旅 供 给 ，全 面 提 升 文 旅 基 础 设
施，全面提振文旅消费市场；奋力
推动城乡融合实现新突破，统筹推
进城市有机更新和乡村建设，因地
制宜发展乡村产业，加快形成城乡
双向流动、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的
新格局；奋力推动民生事业实现新
突破，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
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文化体育
事业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奋力推动
营商环境优化实现新突破，持续深

化“放管服效”改革，积极培育市场
主体，全面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
造“六最”营商环境。

为确保“十四五”圆满收官，2025
年，登封将在强投资、扩内需、促创
新、惠民生上持续用力，力争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6%左右，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10%以上。以项目支撑
实体经济发展，力争全年完成新签约
项目 60个，签约额 350亿元，符合主
导产业项目投资总金额达到 210 亿
元；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
化，力争铝加工行业产值提升到 45
亿元以上，新材料产业集群规模达到
33亿元，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规模突破
20亿元；以高质量的文化塑造高质量
的旅游、以高品质的旅游彰显高品质
的文化，力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3200
万人次。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的强劲动能。报告提到，近年来，我市
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形成了“全、大、快”
的产业优势，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7
个，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智能网联客
车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气体传感器、
超硬材料、新型耐火材料等生产基地，
近 3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达到9.2%，今年上半年增速为12%，居
9个国家中心城市首位。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发展。
抢滩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
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

物医药、节能环保等6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引进比亚迪、华为等一大批重大项
目，部署中部地区第一张城市算力网，
引育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58家，核心产
业规模超300亿元。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一步推
进。坚持以技术改造推进新型工业化，
近 3年累计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1600余
个，各级财政累计投入技术改造资金超
20亿元。培育了 231家省级以上智能
工厂（车间）、122家省级以上绿色工厂，
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晋级全国20强，获批
国家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近年来，
我市引才聚才效果明显，先后引进中科
院院士仝小林等顶尖人才7名，在郑合
作院士达到94人。截至目前，全市通过
线上线下招引各类人才16万人，其中领
军人才25人，签约重点人才项目65个，
意向投资金额932.41亿元；招引博士后

人才65人，博士人才超过1600人。
人才发展平台不断建强。新增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 家、省级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 4 家，目前拥有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56 个、省级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 46 个、市级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37个。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技金
融的赋能。我市设立了10亿元天使基
金，引导各类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
技，首期实缴规模 3亿元，目前共储备
高新区、北京大学郑州新材料研究院基
金等10只子基金。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在郑投资持续增
长。截至目前，累计在郑州投资项目
26个，累计投资金额3.77亿元。

资本与优质项目深度融合。打造
“郑创投”投融资平台，通过线上、线下
路演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基金+项目”
对接活动，加快优质企业和前沿科技项
目落地转化。

“郑科贷”业务持续优化。推动
“郑科贷”风险补偿业务的整合工作，
调整“郑科贷”存量贷款结构，实现扩
面、提质、分散的贷款分布，前三季度

“郑科贷”在贷余额 7.9亿元。

调研组提出，从调研情况看，我市各
级各部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
工作，成效明显，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
体制机制有待健全、产业支撑能力有待
加强、科技研发相对薄弱等问题。

对此，调研组建议，要建立健全体
制机制，尽快出台《郑州市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重
点工作、关键任务，建立跨部门协同配
合机制，统筹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加快锻造核心产业，实施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双万亿”工程，完善支持龙
头企业政策，提升本地配套率。深入实
施“一县一主链”推动重点产业集群高质
量发展行动，完善延链补链强链招商机
制，实现全市协同发展。持续深化重点
产业链“链长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
成果应用、项目建设、企业培育。

培育壮大发展主力军，制定千亿级
企业、国家“链主”企业“一企一方案”专

项培育计划，实施中小企业梯度培育3
年倍增行动。加快推动经开区高分子
材料产业园、巩义市新型化工园区、新
郑市钢铁园区等第一批13个专业园区
规划建设，同步开展大项目和配套企业
招引。谋划建设若干小微企业园，力争
每个开发区、区县（市）每个主导产业链

“一链一园”全覆盖。
充分激发创新动力，优化研发投入

后补助政策，吸引和鼓励科技型企业加
大研发项目投入。加快华润数科人工智
能计算中心、智能传感器中试平台项目
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省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构建

“众创空间+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创新创
业综合体”全链条孵化培育体系。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优化政策
奖补、贷款贴息、创业投资、融资担保、
风险补偿等多样化财政资金支持方
式。记者 董艳竹/文 李新华/图

科技金融支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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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突破”布局明年发展大盘
登封力争2025年完成新签约项目60个，签约额35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