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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规定，针对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下放高级职称评审权
限。今后，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高校、
科研院所、大型骨干企业、创新龙头企
业以及其他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
位，2017年起先行开展高级职称自主

评审工作。单位可依据相关要求，自
主制定不低于省级评审标准的单位标
准、自主组织资格审查、自主组织职称
评审、自主使用评审结果，政府部门不
再印发确认文件、办理资格证书，改为
事中监管、事后备案。

本报讯 今后，工厂车间内，智能化
运用将越来越广泛。昨日，省政府出台
《河南省推进工业智能化改造攻坚方
案》，制造业与互联网将更为融合。

根据目标，今年我省将培育 50个智
能工厂、100个智能车间，建设 50个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企业达到100家，对标企业达

到 1000家。2018年，我省将培育 100个
智能工厂、200个智能车间。

建设智能车间和工厂，我省还将给
予补助。根据《方案》，对重点企业建设
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省财政对其智能化
改造项目按照软硬件投资的 8%予以补
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推动“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方案》

明确，我省将每年滚动支持200家企业规
模化示范应用2000台机器人（数控机床）。

“工业+互联网”将更为紧密，《方案》中
提出，我省要在2017年建设10家左右面向
制造企业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云平台和供应
链云平台。到2020年，基本建成“综合平
台+专业平台”的工业云平台体系。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河南明确工业绿色
改造任务时间表
今年全省要建
20家绿色示范工厂

本报讯 今年建 20家绿色示范工
厂，到 2018年建 50家，到 2020年建 100
家……昨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
推进工业绿色化改造攻坚方案》，列出绿
色示范工厂建设时间表任务单。

根据《方案》，2017年，我省规模以上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2016 年降低
4.5%，建设20家绿色示范工厂、10个静脉
产业园区，启动绿色园区建设。到 2018
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6
年降低9%，建设50家绿色示范工厂、5个
绿色园区、25个静脉产业园区。到 2020
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6
年降低18%，建设100家绿色示范工厂、10
个绿色园区、50个静脉产业园区。

《方案》提出7项任务，包括实施能效
水效领跑者行动、绿色示范工厂建设、重
点行业清洁生产提升行动、危化品生产企
业“退城入园”、建设静脉产业园区、推进
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固
体废弃物、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等。

其中，实施能效水效领跑者行动中，
力争到2018年20家企业(产品)进入国家
水效、能效“领跑者”名单和节能机电设
备 (产品)目录、“能效之星”产品目录，
2020年达到100家。

在实施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提升行动
中，今年推动100家企业开展自愿性清洁
生产审核，2020年达到1000家。

让危化品生产企业“退城入园”，
2017年，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转产、关
闭占危化品生产企业总数的 20%，2018
年达到40%。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河南今年将培育
10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
《河南省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攻坚方案》出
炉，推动我省向产业高端化、终端化、高
效益发展。

《方案》中提出，我省每年技术改造
投资增长高于工业投资增长 10个百分
点以上，2017年全省 20%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完成新一轮技术改造。到 2020
年，2.2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遍完成
新一轮技术研究改造。

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有一个“重磅”
好消息：2017年，我省将培育 10家左右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 3家左右。
2020年建成 15家左右省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创新中心从列入培育名单年度
起,以项目建设后补助的方式连续支持5
年；对晋升为国家级创新中心的，一次性
奖励1000万元。

《方案》提出，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中国工业大奖、中国质量奖、国家级
质量标杆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的，省财政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郑洛新创新示范区人才职称评价“松绑”

高级职称评审权限将下放

企业建设智能车间最高获补1000万元

今年我省将培育50个智能工厂

本报讯 作为全省创新发展“排头兵”，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高层次人才职称评价将全面“松绑”。昨日，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发出通知，进一步为郑洛新创新示范区高层次人才培
养亮“绿灯”。
郑报融媒记者 王红

畅通优秀人才职称评聘
“绿色通道”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为示范区发
展贡献力量，新政规定，对示范区业绩
特别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畅通职称评聘
“绿色通道”，可不受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结构比例、最高等级和岗位数额限制评
聘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对经认定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
拔尖人才，打破地域、身份、学历、任职
年限等限制，可破格或越级申报高级职
称。取得重大研究和技术突破的专业
技术人员，可以直接申报高级职称。对
示范区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期
间的工作业绩可以作为其在原单位按
规定正常申报评审职称的依据。对示
范区引进的港澳台及外国籍专业技术
人才，可按规定参加我省的职称评审。

职称评审可不限一年一
次、适时进行

按照便民高效原则和“放管服”要
求，简化职称申报、审核手续，对申报人
员已出具国家承认学历证书原件的，不
得要求提供第三方学历认证。简化高
级职称申报资格审查程序，通过与相关
部门联合办公实行一站式服务，最大限
度减少用人单位和申报人员的事务性
负担。改进职称每年集中评审一次的
做法，根据需要组织专门评审委员会适
时评审。加快推进职称信息化建设,加
快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审核、网上评审。

人才
职称

评价

“达标”用人单位拥有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

在此基础上，我省将进一步完善
职称评价标准，对示范区内高校、科
研院所中主要从事技术研发、推广服
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评审标准中提高
对科研成果转化的考核权重，将科研
成果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
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业绩条件。

对高校科研开发服务为主型岗
位教师，侧重考察创新能力、成果转
化推广效益、服务社会能力等。对工
程系列专业技术人员重点考察掌握
必备专业理论知识和解决工程技术
难题、技术创造发明、技术推广应用、

工程项目设计、工程项目施工与管
理、工艺流程标准开发等实际能力和
业绩。

对基础研究人员，重点考察原创
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能力、成果
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等。
对应用研究和研发人员，重点考察技
术创新与集成能力、取得自主知识产
权和重大技术突破、成果转化、对产业
发展的实际贡献等。社会科学研究
人员，撰写的应用对策研究报告、建言
献策报告、调研报告或政策建议等研
究成果，可作为其职称评审的业绩。

职称评审着重考核人才“实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