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改革“小突破”催民生改善
“大变化”。2021年，郑州政务服
务全面提速，实现 54个一件“事”
线上线下办理、346个高频涉企便
民事项“掌上办”和网上办，超额
完成“50+300”目标任务，极大方
便了群众办事；在社会民生领域，
深化市属学校、医院去行政化改
革，全面推行中小学午餐配餐和
课后托管服务，深入推进公立医
院改革，加快政府主导的基层卫

生服务中心建设，加快构建“大中
心+小中心+数字化”养老服务体
系，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80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694个，人
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有了更多获
得感、体验感。

今年，郑州将抓实民生领域
改革，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民
生问题，把养老、教育、医疗、就业
等领域中的“枝叶小事”当作深化
改革的头等大事。如深化养老机

构改革，扩大普惠性服务供给，持
续实施居家社区养老“百千万”温
暖工程，推动居家、社区、机构等
养老模式协同共促，让老人生活
得更安心更舒心。深化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卫生
资源均衡布局。深化教育改革，
落实“双减”工作部署，支持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双一流”建设，完
善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机制。

2022年3月22日 星期二
统筹：孙友文

美编：王艳 校对：一 广AA03

早饭过后，郑州二七区祥和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逐渐热闹起
来，附近小区的老人陆续来到这
里，约三五老友话家常、聊健康。
对于日间照料中心，70多岁的杨
景云赞不绝口：“无论是休养照
护、休闲娱乐，还是午餐供应，这
里都能满足。”

“没想到二手房过户办理这
么快，明天就能拿到不动产登记
证书。”在郑州市政务服务大厅综
合窗口，刚办理完手续的市民李
阳满脸欢喜。

这些，都是郑州市持续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蕾 董艳竹

■“十大战略”的省会实践 之“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篇（上）

346个高频涉企便民事项实现“掌上办”和网上办

深化改革赋能增效 活力郑州动力十足
以改革促创新
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

2021年，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
实验室、黄河实验室挂牌运行，河南
省科学院重建与中原科技城、国家
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建设融合并进；
成功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这是去年全省科技部
门获批的唯一一家国家级战略平
台；实施“数字豫才”计划，不断完善
“人才+项目+资本+场景”机制，引进
哈工大、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等 12家
大院名所在郑建立新型研发机构，
先后引进培育创新创业团队 127
个，引进青年人才10.6万人；依托国
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交易
运营（郑州）试点平台，创新“交银
保”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运作模式,
开通商标质押绿色通道，加快知识
产权在郑转移转化。去年全市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1212家、增长 43%，
新增科技型企业 2172 家、增长
28%，创新活力充分迸发。

今年，郑州要加快河南省科学
院和中原科技城在空间布局、人才
机制、服务政策等方面融合发展，科
学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
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构建
“研发在郑州、孵化在周边、转化在
全省”的科创格局。打造“智慧岛”
双创服务模式，探索“微成长、小升
高、高变强”梯次培育机制。持续深
化人才发展机制，实施智慧郑州人
才工程，开展大学生留郑计划，实施
青年创业行动，建立 100亿元青年
创新创业基金，规划建设青年创新
创业园，今年招引青年人才 20万以
上，五年引进 100万以上，加快建设
青年友好型城市。

随着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
和航空运输快速发展，郑州这
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城市，
以“四条丝绸之路”为标志，在
内陆地区形成比较优势，与世
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跻身于
改革开放前沿。2021年，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退货中

心仓模式实现退货全流程的链条
式监管，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被
海关总署全面推广；郑州—卢森
堡航空“双枢纽”建设成效显
著，助推郑州机场货运量跻身
全球机场 50强；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药品试点获国务院批复；
制定郑州片区自贸 2.0 升级版

实施方案，形成 14项制度创新
成果；建立与广西钦州港合作
机制，探讨建立中原地区陆海
新通道，打开与东盟及粤港澳
大湾区合作渠道，全市对外经
贸合作、“买全球卖全球”更加
广泛，内陆开放型城市特征日
益显现。

近年来，郑州坚持把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作为改革的努力方向，用改革红
利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实施
“十万码农”培训计划，打通职教
“最后一公里”，不断培育数字经
济发展的人才优势。规划建设小
微企业园，打造更有利于市场主
体发展的承接平台。2021年，全
市户籍人口净增 12.5万人，规划
布局小微企业园 67个、开工建设

28个，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306.5
亿元、增长 44%，新增市场主体
27.5万户、总量达到 153万户，新
兴产业和人才加速向郑州集聚态
势明显，形成对全市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支撑。

今年，郑州将坚持把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活市场主
体活力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
之重，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加快提升城市要素活跃度、集聚

度，引导土地、劳动力、技术、资
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
力聚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抓好土地供应制度
改革，推行“承诺制+标准地+全代
办”服务模式，实现优质产业项目
优地优供、优地快供。加快郑州
技术交易市场建设，探索“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的先进经验模
式，促进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大
幅提升。

以改革优服务 为高水平开放创环境

以改革聚要素 为激发市场活力添动能

以改革惠民生 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

郑州龙子湖智慧岛已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 郑报全媒体记者 丁友明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