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临机场的新郑市薛店镇，省高
新技术企业河南森乐智能装备制造项
目正在建设。企业负责人称，项目包
括研发中心、生产车间等设施，主体基
本完工，计划今年投产。主要生产独
立研发的页岩油压裂用高分子材料，
产品技术国际领先，销往国内各油田
以及中东等石油生产国，这是新郑市
近期培育的一个产业新项目。

产业创新，是区域经济的主引擎，
更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新郑市作为
全省县域经济排头兵，始终把产业创
新摆在重要位置，升级传统产业，培育
新兴产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有的
从无到有，有的从有到新，逐步形成了
以电子信息、健康食品、商贸物流为
主，以生物医药、智能装备、高端文旅
产业为新的“三主三新”产业结构。

为让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
有到强，新郑市规划建设6.7平方公里
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并建成全省首个
电子信息产业专用配套污水处理厂。
围绕“芯”与“屏”两大主线，引进15家
企业，其中一家企业的芯片封测项目，
月封装芯片达4000万颗以上，填补全
省集成电路产业空白，打破了“芯片生

产不到淮河以北”的行业瓶颈。另一
家名为华思光电的企业，产出河南省
内第一片Mini LED直显产品，填补了
全省Mini LED产业空白。

为支持产业创新，新郑在全省县
（市）率先设立10亿元信息产业投资基
金，累计投入奖补资金5200万元，帮助
企业完成多个技术改造项目。辖区瑞
泰耐材研发的镁铁—铁铝复合尖晶石
砖、镁铝尖晶石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市场占有率达到80%，实现了由生
产传统耐火材料到新材料的转变。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其增长都来自一个个
项目的支撑。新郑市为引投资，促消
费、增出口，营造项目为王的社会氛围，
连续开展项目建设服务擂台赛。观摩
各乡镇项目建设情况，亮进度、晒成绩、
比转化，定期通报项目手续办理、开工
投资等建设情况，对目标完成、重大事
项落实、突出问题整改等情况进行跟踪
督办。对项目推进滞后、服务不力的单
位全市通报批评直至追责，对项目谋划
质量高、建设进度快的单位，在领导干
部使用、绩效考核等方面进行奖励，激
发全市项目建设者的积极性和热情。

以新赋能添动力 项目建设处处新
新郑市项目建设新春再掀新热潮

春节刚过，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扩建工地紧张忙
碌，施工人员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与灿烂的阳光交相辉
映，让人忘记了冬日的寒冷。

郑州市副市长、新郑市委书记马志峰又一次来到施
工现场，检查质量、督促进度、解决问题。这样的现场办
公已经记不清次数。根据工程进度，扩建项目将于今年
农历三月初三前全部竣工。届时，一座传承黄帝文化的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将以全新的姿态呈现世人。

黄帝故里景区周边，分布着新郑博物馆、南街古巷、
洧水公园、郑国车马坑、郑韩故城遗址、黄帝千古情、泰
山村千稼集等景点，即将形成黄帝文化全域旅游观光
带，为新郑市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

新春时节万象新，项目引领占先机。沐浴着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春风，新郑市作为全省县域经济排头兵，正在践行
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动力，赋能项目建设，推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奏响一曲项目建设的新春之歌。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温良 常春阳 文/图

对于传统文化，创新的目
的是更好的传承。步入通往
黄帝故里景区的迎宾大道，街
边游园、公交站台、仿古雕塑、
临街店铺古朴典雅，黄帝文化
古元素触手可及，这是新郑市
配合黄帝故里景区改扩建实施
的街景改造提升项目。整条街
道借古建今，新旧融合，现代化
道路成为景区的有机组成，人
们享受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感
受了文化的厚重。

前不久，作为省六期“三
个一批”项目，好想你智能物
流配送产业园顺利建成投
产，标志着好想你这个红枣产
业巨头自动化配送能力进一
步完善，参与电商竞争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

新郑是红枣之乡，在新郑
裴李岗遗址，曾出土过距今
8000多年的炭化枣核，红枣
文化在新郑源远流长。植根
于新郑本土的好想你集团，不
断赋予红枣文化新的时代内
涵，建成全国唯一的红枣博物
馆，在全国乃至世界打响新郑
红枣品牌。

在枣乡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中，新郑培育壮大食品产
业，引入白象方便面、世通豆
腐、达利食品、雪花啤酒、金星
啤酒等一大批食品生产企业
入驻，食品产业已经成为新郑
重要产业支撑。

在新郑市梨河镇食品产
业园，一家食品生产企业正在
建设新厂房。这家名为人人
利的食品企业主要生产高端
休闲食品，目前市场供不应
求。“早一天投产，就早一天盈
利。”福建人谢鹏威是企业负
责人，他说，目前在新郑，以闽

商为主要经营者的食品产业
群，已经形成包括原料供应、
产品生产、包装物流在内的完
整产业链条。

“这家企业占地 145亩，
年产值 7.5亿元，税收 5000万
元，计划今年二季度投产。”梨
河镇党委书记高智军是该项
目的“第一责任人”，亲历了项
目立项到开工的每一个环
节。他说，项目建设作为扩投
资、稳增长、补短板、增动能的
关键举措，党委政府务必全力
支持。

文化之新赋予项目建设精神内涵
没有好服务，就没有好项目。不断

改善营商环境，以优质服务培育项目健
康成长，一直是新郑市努力的方向。

郑州地铁华南城站，乘客走下扶
梯来到新郑公交汽车站。D2、208、
209等多条公交线路在此汇集。车厢
内干净整洁，无人售票无接触，车长标
准化服务，将乘客源源不断送往新郑
市各乡镇。

“一元接驳地铁”是新郑公交在全
省县市率先实现的一项便民服务项目，
也是新郑市改善营商服务的一项内
容。群众从新郑城区及各乡镇搭乘公
交车，只需一元钱就可到达地铁站。“新
郑是目前郑州周边唯一开通地铁的县
市，新郑公交借此创新举措，提升服务
水平，拉近新郑与郑州及航空港区的距
离。”新郑市交通部门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新郑全市上下积极践行
“用脚步丈量工作法”，各级干部扑下
身子、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发现问题、

听取意见、回应关切，推出了一系列新
的服务举措。

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
现场，机器人智能系统正在服务评审专
家。以科技改善服务、以服务助力产业
的理念，正在让新郑营商环境不断改
善。在招投标领域，全流程电子化、手
机投标、不见面开标、异地远程评标、招
投标大数据平台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让新郑代表全省县市唯一入选世界银
行政府采购电子化评估项目。

梨河镇地处新郑南部，周边几个
乡镇距离城区较远，居民办事不便。
去年 7月，新郑市政务服务中心梨河
分中心启用，四层楼建筑宽敞明亮，无
障碍通道、老年人专窗、残障轮椅齐
备。进驻公安、税务、市场监管、医保、
供水、天然气等10家新郑市级单位和
梨河镇 6个镇直部门，服务事项 265
项，办事的群众络绎不绝，这是新郑市
政务服务又一创新。

产业之新汇聚项目建设澎湃动力

服务之新护航项目建设高效运行

新郑市政务服务大厅老年人服务专区

新郑市政务服务中心梨河分中心

新郑市电子信息企业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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