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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培育专项 大幅
提升国家级“专精特新”企
业的奖励标准，对新认定
的“小巨人”企业一次性奖
励由此前的50万元提高至
200万元、对“单项冠军”一
次性奖励 500万元，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一次性奖
励由此前的30万元提高至
50 万元。同时加大了对
“专精特新”企业招引力
度，对整体迁入我市且正
常经营一年的省级以上
“专精特新”企业，参照我
市新认定补贴标准执行。

创新驱动专项 在现
有创新政策支持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了支持范围，
对于新创建的省级实验
室，采取“一事一议”方式
予以支持。

数字赋能专项 每年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免费为“专精特新”企业
提供系统性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

金融助力专项 原则
上将所有省级以上“专精
特新”企业纳入“白名单”，
对“白名单”内的授信需
求，适当简化程序，提高审

批效率。推出“专精特新
贷”等专业化信贷，对“专
精特新”企业的融资执行
优惠利率。

市场开拓专项 除现
有的展会补贴外，增加
“专精特新”企业宣传，在
机场、高铁站等场所设立
专题宣传区，免费展示省
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和产品。

平台支撑专项 在加
快小微企业园建设的基础
上，鼓励市级小微企业园
对入园的“专精特新”企业
给予三年房租优惠，对省
级以上的“专精特新”企业
还给予电费补贴。同时对
省政府奖励的省级以上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和示范基
地进行配套。

要素保障专项 鼓励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养技能人才，对新培养技
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提 升 培 训 分 别 给 予 支
持。同时鼓励有条件的
区县（市）在开发区内建
设“专精特新企业园”，并
在规划条件下适当提高
容积率。

统筹城乡自然生态格局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屏
障，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优化城
乡生态空间，形成完整的城
市蓝绿空间网络。按照“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的标
准，建设公园城市，优化人居
环境。

2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完善城市空间布局，优
化都市圈空间结构。推进中
心城区组团式发展和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
到 2025年，城市、县城公共
供水普及率分别达到 97%、
90%，管道燃气普及率分别
达到 99%、85%。全省新增
供暖面积 1亿平方米，有热
源保障的省辖市、县城集中
供暖率分别达到 90%、60%
左右。3年内全面完成灾后
恢复重建任务。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100万户以上，2000
年底前建成需改造的老旧小
区基本完成改造。加强城市
和建筑风貌管控，保护利用
历史文化资源，到“十四五”
末，全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
建筑挂牌保护率达到100%，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保护修缮
率达60％以上。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

促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构建服务、管理、执法“三位
一体”城管执法模式，发挥好
政府、社会、市民等各方力
量，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
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
带动、社会参与机制，构建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
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韧性城市，把安全理念
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
程各环节，更加重视“里子工
程”“避险工程”，强化重要设
施、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安全
防护，超前布局城市生命线，
全面提高防御灾害和抵御风
险能力。

4 改善城市居住条件

持续推进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新开工棚改安置住
房 30万套、建成交付 80万
套。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30万套左右，解决新市民、
年轻人住房困难问题。开展
红色物业创建，提升物业管
理服务水平。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提高农村规划建设管理水
平，推动燃气、供水等城镇
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提
升农房建设品质，整治农
村环境，全面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和厕所
革命。到 2025 年，80%以
上的乡镇和行政村达到县

级以上文明村镇标准，50%
以上的乡镇政府所在地达
到“美丽小镇”建设标准，
30%以上的行政村达到“四
美乡村”建设标准，50%以
上的庭院达到“五美庭院”
建设标准。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围绕国家碳达峰目标、
碳中和愿景及有关要求，大
力推进建筑节能降耗，发展
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推进
智能建造和建筑工业化发
展，到 2025年，全省绿色建
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00%，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的面积比例达到
40%。

加强城乡建设安全监管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窨井盖治理、燃气老旧管
网更新改造、自然灾害风险
普查等专项行动，夯实生产
经营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全面推进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建立完善以质量安全
保险为核心的风险控制和转
移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加大“放管服效”改革力度

破除制约住房城乡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障碍，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城市更
新和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提供
支撑保障。

美丽河南什么样咋建有了规划图时间表
城市：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乡村：推动燃气供水等向农村延伸

昨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奋进十四五 建功新时代”系列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
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我省城市更新和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相关情况。按照规划，
到2025年，全省城乡人居环境整体改善；到2035年，全省城市和乡村建设品质全面提
升，美丽河南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美丽城乡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人居环境、生
态文明达到新高度。围绕这些目标，全省将重点实施八个方面的任务。
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

我市出台意见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小巨人”企业一次性奖励
从50万元提高至200万元

昨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郑州市支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获
悉，我市出台《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开展“十大
专项”行动，落实30条支持举措，千方百计保护好、维护
好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
之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目前，我市共有“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1337 家
（不含国家级、省级、市级重
复的企业），其中国家级63
家，省级263家（含国家级
61家），市级1226家（含国
家级、省级 154家）。《实施
意见》提出到2025年，力争

创 新 型 中 小 企 业 达 到
8000家；“专精特新”企业
达到2600家，其中河南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
到500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企业中“小巨人”企业达
到 130家，“单项冠军”企
业（产品）达到15家。

■链接
郑州“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市民在郑州“四个中心”游玩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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