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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谋发展 畅谈心声话未来

据了解，在 2022年全省营商环境
综合评价中，新郑市客观指标在全省县
(市)中再次排名第一位，是河南省第一
方阵的领头雁。

去年 4月落户在郑州航美正兴科
技园区的云锦空天超导材料，是国内首
家从事高端铜及铜合金导体材料研发、
测试、生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培育企
业。其产品三项指标居世界前列，从公
司注册到试投产 4个月时间，充分享受
到了营商环境的红利。今年其关联企

业多次来考察调研计划落户，凸显了良
好的营商环境具有“洼地效应”“连锁效
应”，这就说明了营商环境的硬实力、吸
引力和聚集力。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
“硬措施”来托底，还需要通过优化营商
环境吸引聚集发展要素。更要把服务
企业发展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根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创新举措、提升效率，着
力解决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助力企
业提信心、解难题、增后劲，吸引更多优
质企业落户新郑。抓经济必须抓项目，

抓项目必须抓招商，抓招商首先要优环
境，优化营商环境需要靶向治疗、精准
施策，用一个个硬核举措为企业“解
绑”，为群众“解绊”，让发展“加速”。通
过营造环境，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的共赢格局。要全面营造社会、
政府、企业、人文等环境要素，形成同样
条件成本最低、同样成本服务最好、同
样服务市场机会最多，始终保持最佳比
较优势，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的双向奔赴。

优化营商环境是永远不能竣工的
工程，近几年新郑市狠抓营商环境的成
效不断展现，但面对当前各地抢项目抢
人才大招商和招大商的白热化竞争，只
有营商环境再梳理、再升级，新郑市才
有望在竞争中再次脱颖而出。

营商环境好，企业信心强，城市发
展才会底气十足。我们要满怀信心，共
同携手，进一步提升新郑市的核心竞争
力，把新郑建设成为营商环境的标杆城
市。我坚信，新郑的明天会更美好！

营商环境再升级 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新郑
政协委员 赵飞

新的一年，作为文化艺术体育界别
的政协委员，要始终把推进新郑文化建
设、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作为自己
的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更是
一个城市的灵魂和特质所在。文化软
实力既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水平、文明的
程度，更是城市持续发展源源不断的精
神智力动力源泉。

文化是城市最宝贵的财富，是一个
城市特质的根本体现，是城市之“魂”。
新郑是中华文明 5000多年绵延不断、
生生不息的最主要实证地之一，具有传

承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和集中展示中华
文明早期发展的独特优势。距今 8000
年的裴李岗遗址、5000年的黄帝文化、
2700年的春秋战国文化、灿若星辰的名
人文化，中国考古发掘的“最古老村落”
等诸多从远古时期到“王国时期”，不同
朝代在新郑都留下了具有重大影响的
历史遗迹，是对华夏文明孕育、创新、发
展的全景展示。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郑州市提
出了围绕黄帝故里园区建设打造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
加快建设“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地、中华

文化的朝圣之地、中华文明的体验之
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的要求。高
水平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新郑的文化标识更加突显、
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加快新郑的建设，既需要强大的物
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支
撑。新郑的文化古迹特别是馆藏文物
各项数量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是文化富
矿、文化特色矿。用好这些独特的优势
资源，是新郑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
责任所在，是推进新郑现代化建设的力
量所在，也是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

所在，忠诚担当，认真履职是政协委员
的自觉要求，也是职责所在。

要努力履职，认真工作，全身心投
入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
的全国重地”这一目标，发挥新郑的历
史文化资源优势，强化历史自觉，传承
优秀文化，让新郑的文化特色、文化形
象、文化优势“立”起来，尽快把黄帝故
里故都打造为“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地、
中华文化的朝圣之地、中华文明的体验
之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让文化成
为新郑城市的靓丽名片，为增强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贡献新郑力量。

推进文化建设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政协委员 刘伟鹏

新郑市辖区内有大中专院校 23
所，硕士及以上高学历人才 8500余名，
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富矿和创新高地。
近几年，通过深入实施产业升级提速工
程，新郑市场主体突破 13万家，构建了
“三主三新”产业体系。高校参与企业
技术创新课题 87项，产学研合作项目
209项，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可
以说，高校众多、人才汇聚、产业密集的
资源禀赋和独特优势，为校地合作提供
了广阔空间和良好前景。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安居新郑
这方热土，享受故里发展红利，也非常乐
意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表达反哺之情。我
也了解到，新郑市牢固树立“为行业企业
排忧、为就业创业赋能、为院校发展提质、
为经济发展增效”的目标，在体制机制上
寻突破，在合作模式上求创新，打通人才
流通渠道、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培育产业
发展新动能，为校地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校地合作
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完善。校地合
作缺乏一个统筹机构，校地合作的激励
机制和成效评估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二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随着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日新月异，但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学
科设置与企业需求脱节，人才的结构性
矛盾越来越突出。三是科技成果本地转
化率有待提高。缺少一体化、联盟化、信
息化的共享平台，双方开展人才培养、科
技合作、课题研究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科

研成果与本地市场需求错位，区域对成
果转化的承载支撑力薄弱。

黄帝故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企业
和学校是这个家园的同行者，你有、我
有，如果不共有，那只能是两条平行线，
享受的只能是孤独。你有、我有，大家
共有，那就会激发立体高能的力量，实
现互帮互助，共同发展。今年的春天更
美丽，因为，校地企同在，因为，校地企
同行，因为，校地企合作一定会助推新
郑实现跨越式发展。

深化校地企合作 助推新郑跨越式发展
政协委员 吴娟娟

经历了三年疫情，我们迎来了崭新
的春天。作为文化艺术体育界的政协
委员，站在修葺一新、气势如虹的黄帝
故里园区，走在绵延千载、风景如画的
郑韩故城遗址公园，我们对高水平建设
黄帝文化历史名城充满了坚定信心，更
有着积极的思考和热忱的建议。

提升站位勇担当
随着黄帝故里园区二期工程的顺

利推进，随着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重新明
确为省政协主办，新郑的黄帝文化事业
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起点上。我
们要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以办好拜祖大典为核心，着力打造
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地、中华文化的朝圣
之地、中华文明的体验之地、国学教育
的实践之地。

守正创新求突破
数千年来，黄帝文化生生不息的基

因密码就在于既坚守立场，又引领创
新。新时代、新形势下，我们研究、传
承、弘扬黄帝文化更要守其正、创其
新。要坚持硬件与软件同步推进，高标
准建成黄帝故里园区，高水平布局黄帝
文化、姓氏文化展陈，强化文化传承中
心、展示中心、体验中心、研究中心和教

育中心功能。要坚持系统集成理念，从
学术研究、拜祖礼制、文化业态等多个
层面和维度推动创新，让黄帝文化始终
充满创造力、生命力。

厚植根基润万家
黄帝文化是根亲文化，根在千家万

户，亲在成风化俗。在成功创建省级黄
帝文化之乡的基础上，我们将努力争创
中国黄帝文化之乡。要进一步厚植黄
帝文化民间传承基础，通过姓氏文化、
乡村祠堂文化等有机融入，让黄帝文化
更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民群众
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紧扣文脉襄盛会
从裴李岗到具茨山，从黄帝故里到

郑韩故城，从诗经郑风到白居易故里、
欧阳修公园，构成了新郑绵延不断的历
史底蕴和城市文脉。诗和远方，美好相
逢。本年度第七届中国诗歌节花开河
南，新郑作为中华诗词之乡将迎来重大
机遇。10月份，第四届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文化艺术周暨第十二届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联盟联席会议将在新郑举行。
我们要不失时机地策划好、举办好一系
列主题文化节会活动，把黄帝故里、郑
韩故城、诗词之乡等文化品牌塑造好。

凝心聚力 主动作为 高水平建设黄帝文化历史名城
政协委员 李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