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区有 46家巡游出租汽车公
司，1万余辆巡游出租车，2万余名
从业人员。大部分车辆属于个人买
断、挂靠公司经营，需要与所在公司
签订合同，每个月缴纳 170元服务
费。可用顶灯消耗的电费冲抵公司

服务费。
此项方案操作简单，驾驶员可

与所属公司直接沟通，无需统计驾
驶员信息等。但部分纯个体驾驶员
存在异议，但具体问题可以由驾驶
员与所在公司具体商议。

郑州巡游出租车顶灯耗电咋补贴
3种方案供你选

昨日，根据专业检测机构对巡游出租车顶灯的测试，郑州市出租汽
车客运服务中心确认了顶灯耗电补贴标准，并基于驾驶员代表的建议，
推出直接发放、置换服务费及延长设备质保时间3种方案供从业人员投
票选择。

6月23日与7月12日，市出租汽车客运服务中心就电补方案召开驾
驶员代表座谈会，初步拟定出3种补贴方案，并明确提出，由于中标企业
自2022年1月开始播放商业广告，建议电费补贴发放起始日期为2022
年1月。客运服务中心将通过郑州出租车网向广大出租车驾驶员征集意
见，并督促中标企业按大多数驾驶员意见组织发放。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刘凌智

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规定》，行业管理部门在巡查中
若仍发现不符合要求的终端设备，
将联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根据法律法规对违规行为进行告

诫、责令改正或罚款。
巡游车驾驶员可登录郑州市出

租车网（http://www.zztaxi.cn/）对补
贴方案进行留言投票，客运服务中
心也将对投票结果进行公示。

以前，巡游出租车的电台、计价
器等经营设备损坏后，由驾驶员自
己负担相应的维修费用。如采用该
方案，所有本次由天启传媒安装的
智能化车载经营设备的保质期，由
原来一年的质保时间延长至10年，
其间若出现设备在正常使用的情况
下发生损坏问题，将由天启传媒免

费提供维修或更换。
在推动发放电费补贴工作的同

时，郑州市出租汽车客运服务中心也
提出，若此项补贴已按照多数驾驶员
意愿发放到位，但仍有驾驶员对此项
方案有异议，不愿正常使用LED灯，
可将设备归还行业管理部门，自行安
装符合政府要求的智能终端设备。

按照前期测算的顶灯功率
16.3w、充电桩充电费每度1.5元、车
辆实际在线运行时长，计算每台车
实际补贴金额。此项补贴直接发放
至车主。

此项方案非常直观、方便，但发
放方式较为复杂，不易操作。另外，
还需统计驾驶员银行账户、实际在
线时长等信息，工作量较大，发放周
期长。

巡游车驾驶员可上网投票

方案一
以电费补贴冲抵公司服务费

方案三
延长质保时间置换顶灯电费补贴

方案二
直接发放车辆顶灯电费补贴

巡游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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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河南省
政府获悉，我省确定郑东新区、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等 6个市（县、
局）为河南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试点。

根据安排，试点期限为 2022
年至 2024年。2022年启动试点
工作；到 2023年底，试点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力争在土地、劳动
力、资本、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到
2024年底，基本完成试点任务。

郑东新区的重点任务：依托
中原龙子湖智慧岛私募基金集聚
区优势，加大私募基金机构招商
力度，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服务产
业转型升级；完善政府引导基金
体系建设，发挥中原科技城产业
引导基金作用，对接省、市引导基
金，推动在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
领域设立基金集群；搭建以“智慧
岛”基金大数据平台和“智慧岛”
数字金融开放服务平台为核心的
信息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显著
提升投融资效率与数字化渗透
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创新产品。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的重点
任务：依托国家医保局大数据创

新应用平台，在全国打造“高质安
全、理念先进、模式创新”的医保
数据要素改革先行区；加快医保
数据平台建设，开展医保数据资
源普查，健全医保数据管理机制，
创新医保数据运营模式；实现医
保数据确权和资产化，提升产业
生产力；完成医保数据要素市场
体系建设；构建医保数据安全治
理框架。

6个市（县、局）为河南省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

（一）综合改革试点1个
河南省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

改革试点：洛阳市
（二）专项改革试点5个
1.河南省土地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试点：许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河南省劳动力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试点：固始县

3.河南省资本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试点：郑东新区

4.河南省技术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试点：新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5.河南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试点：郑州市医疗保障局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河南省科
技厅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已启动
实施 43项 2022年度省重大科技
专项，预计总投入42.8亿元，获省
财政支持经费5.65亿元。

为确保省重大科技专项能够
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河南转
型发展需要，找准关键领域、抓住
关键环节，省科技厅组织高层次
专家开展战略咨询，凝练发布专
项指南 33个。从全省共申报的
97个项目中最终竞争择优选出
35项，其中4项实行“赛马制”。

在这 35个项目中，“主要农
作物关键性状基因挖掘与突破性
品种选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
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及示
范”等一批专项，将紧紧围绕种业
创新、生态保护等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着力作出“河南贡献”；“重
大装备用高端轴承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燃料电池汽车及关键
部件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超导
量子芯片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研

究”等一批专项，将重点支撑传统
产业“高位嫁接”、聚焦新兴产业
“抢滩占先”，紧盯未来产业“前瞻
布局”，全面推动产业发展；“抗新
冠病毒小分子核苷药物研发”“主
要农作物重大生物灾害绿色防
控”等一批专项将针对我省社会
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重大创新需
求，服务民生公益。

此外，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
建设，我省探索开通重大创新项
目推荐备案渠道，将嵩山实验室
首批拟启动的“智联计算网络关
键技术研究与验证”等 7个项目
纳入重大科技专项支持范围。

据了解，今年这批省重大科
技专项突出项目、平台、人才等一
体化资源配置，首席科学家层次
高，牵头单位实力强、基础雄厚。
43个项目中，院士领衔承担2项，
省实验室、中试基地、技术创新中
心等省重大创新平台牵头承担24
项。在项目支持资金方面，进一
步加大支持力度，单个项目省财
政支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

今年我省启动43项省重大科技专项
预计总投入42.8亿元

我省确定6个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
郑州郑东新区和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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