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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
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加
剧，各类市场主体面临的困
难增多、压力加大，助企纾困
成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
大局。自“万人助万企”活动
开展以来，新密市深入贯彻
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建立企业服务
“1+3+15+N”工作体系，全市
562名干部躬身入局、履责于
行，以“服务员”和“店小二”
的姿态真正俯下身子为 489
家“四上企业”、39个重点项
目及 200家小升规重点企业
办实事、解难题；紧盯问题抓
落实，严格落实“13710”工作
制度，全市助企干部累计走
访企业765家次，召开座谈会
362场次，收集各类企业问题
299 个，推动问题解决 297
个，问题解决率 99.3%；全面
梳理汇总国家、省、郑州市及
新密市 80余项惠企利企政
策，印发《新密市扩大投资助
企纾困稳定就业惠企政策汇
编》，开展专项培训、政策宣
讲、入企指导 300余场次，参
与2万余人次，推动各类政策
应享尽享、快速兑现；累计为
企业减免“六税两费”830万
元，留抵退税 4.2亿元，为企
业续贷 5.58亿元、降费让利
8228万元，“真金白银”援企
纾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宏观政策多管齐下，给
实体经济注入“强心剂”，企
业信心不断累积，生产经
营预期正在向好。今年
1～5 月份，新密市规上工
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9.0%，
全市完成工业投资 25.9 亿
元，增长 71.2%，增速居郑
州县市前列。

科技创新 换道领跑

新密：跑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关系
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

面对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的下行压力，新密市
把推动“三标”活动、“十大战略”行动作为发展主线和检验
标准，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实施换道领
跑战略，在传统产业上科技赋能，在新兴产业上抢滩占先，在
未来产业上前瞻布局，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迈向
中高端水平，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助力新密市打造“三区两
强一基地”。 记者 薛璐 通讯员 李晓娟 姚丽冰 文/图

科技赋能 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动能，助

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
技赋能。

以新密市国家绿色工厂——
郑州瑞泰为例，依托绿色低碳新
材料智能工厂及环境友好型耐火
材料智能车间，投资上千万搭建
“5G+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车
间生产过程一体化、全业务数字
化、全流程智慧化。

“以前，生产设备坏了，是停
产然后抓紧组织人维修，现在
所有的生产设备联网采集数
据，实时监控设备运转状况和
运行参数，提高设备维修预见
性，实现设备全周期管理。”企
业行政部门负责人郑凯月介绍
说，5G+工业互联网的实施应
用，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和
思路，实现生产过程与管理决
策的高效集成，增强了市场竞争

力，“今年以来，公司研发投入
852万元，同比增加 22.06%。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13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0.53%。”

加快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
度融合，持续深化技改让传统行
业焕发出新活力。新密市出台
《关于支持耐火材料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持续加强项目准入管理、强化政
策支持，引导企业推进智能制造
提效，突出低碳绿色改造，支持新
上耐材项目企业利用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新技术，实施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大
力实施企业技术改造提升专项行
动，鼓励企业深入开展技改，全力
实现规上企业技改全覆盖。据统
计，今年计划投资79亿元对全市
制造企业原有技术装备进行升级
和改造，目前已开工建设111个。

抢滩占先 推动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进入 6月，伴随气温升高的

还有企业发展的热度。
走进新密市逸祥公司年产

72.58亿片卫生材料项目工地，已
完成 3万余平方米建设，钢结构
厂房仓库进入装修阶段，后期智
能化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公司将形
成‘综合基地、10亿产值、5000万
税收、1000名员工’的企业规模，
稳居北方同行业龙头地位。”公司
负责人表示。

聚焦节能环保、新材料、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增材制造
等五大优势产业快速发展，抢滩
高精尖技术，开发高性能新品。
新密市精准发力推动小微企业园
建设，通过送政策、送服务，摸项
目、摸需求，解困难、解问题，优化

区域营商环境，整合政策资源要
素，规划建设小微企业园5个，新
建园区 3个，在建园区 1个，改造
提升园区 1 个，总占地面积约
1218亩，总建筑面积约121.7万平
方米，总投资额约32亿元，提升园
区保障水平，形成小微企业园建
设的新密经验。建立“专精特新”
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按照“储备一
批、培育一批、提升一批”的原则，
每年重点从储备库中推荐省市
“专精特新”企业，建立成长型小
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
持续提升新兴产业链供应链竞争
力。目前，全市共拥有 54家“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3家企业
获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38家企业获认定为
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前瞻布局 助力未来产业优势初显
产业竞赛是一步领先步步领

先，因而需要提前谋划布局——如
果不能抢占先机就会贻误战机。

聚焦谋划氢能与储能、人工
智能等前沿技术和产业谋划，新
密市立足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
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产学研一
体化立体联动，加大未来产业招
商力度，新签约上海电气集团综
合能源开发项目，积极推进年
产 5000台工业 4.0机器人项目、
年处理 15万吨退役电池和太阳
光伏发电组件等项目签约，抢占产
业发展制高点。

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

展，培育一批技术创新龙头企
业，在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材
料等新兴领域，培育一批科技含
量高、产出效益好的科技型企业;
在造纸、服装等传统产业领域，
培育一批开展产品创新、品牌创
新、模式创新的技术改造企业。
持续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企业倍增计划，建立“郑州市
科技型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梯度
培育机制，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
后备库。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达到104家，科技型企业总数
达到311家。

培土奠基
为制造业发展
保驾护航

“万人助万企”活动惠企政策宣讲会

逸祥车间效果图

“万人助万企”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王洪涛 图

培育一批技术创新龙头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