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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5日上午，高
新区召开“法院+工会+人社”劳动
争议诉调对接工作推进会。高新
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黄焕利，区
人力资源局副局长徐萍，高新区
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王东明，区
工会三级主任科员郭五香，郑州
高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河
南举直律师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
参会。

郭五香介绍了郑州市总工
会、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下
发的《郑州市“法院+工会”劳动争
议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徐萍介绍
了高新区劳动仲裁工作开展情
况，高新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孙瑾
介绍了高新区劳动争议诉讼案件
审理情况。王东明指出，2023年
4月，高新区已建立工会、人社、法

院联合调处纠纷机制，三方应就
人员、场地、经费等达成共识，尽
快挂牌成立高新区人民调解中
心，推进工作实质性开展。

黄焕利表示，“法院+工会”劳
动争议诉前调解工作是践行新时
代“枫桥经验”，加强诉源治理，进
一步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的有力举
措。要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
化解在基层，全面推动平安高新
建设，切实提高辖区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高新区政法委
要把此项工作放在首要位置统
筹，法院、工会、人社三方相互配
合，法院负责提供场地，人社负责
业务培训，工会负责提供人员，共
同推进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
创高新区府院联动调解亮点。
记者 孙庆辉

本报讯 11月 18日，郑州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张红军围绕“以
新型工业化为支撑 全面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郑州高新实践”这一
主题作专题党课，并结合自身学
习思考作深入交流。

张红军指出，面对新时期新
形势下的新使命新要求新任务，
郑州高新区要着眼融入全球创新
体系，实现要素与市场、知识与技
术、创新与孵化、文化与生态全方
位与国际对接。要在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建设上走前头，立足全省，
要加快建成围绕主导产业的国家

级创新平台群和国家级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群，攻克一批支撑产业
和区域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要
加快形成一流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支撑，力争若干领域进入国内产
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要加快形成
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撑；
要加快形成多功能现代化城市功
能布局支撑，集宜居宜业宜创宜
游多功能于一体；要加快形成全
国领先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模式支
撑，高管理体制与内部运行机制
持续优化，行政服务效率不断提
升，典型带动、示范引领作用凸

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
功经验。要自觉承担经济建设主
阵地使命，站位郑州，要努力实现
“近期提实力、远期塑典范”的发
展目标，持续引领高质量发展。

张红军要求，要以新型工业
化为支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郑州高新实践，核心要做好“三
融”“三升级”。

“三融”，即以数实融合为中
心，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大力发展世界级的产业经济
和未来产业的新赛道，做好跨区
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以产

业链、创新链融合为着力点，在
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
设科技强省强市战略攻坚克
难，围绕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
配置创新资源，营造创新创业
生态；以大中小企业为抓手，大
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科技领
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瞪羚独
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中小企业。

“三升级”，就是要注重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升级。

同时要牢牢把握好高质量发
展这一重要任务，重点围绕新型

工业化，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加快创新
能力提升；凝聚发挥比较优势，加
快发展数字经济；持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聚
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加快产城
融合发展等方面，全力推动自身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在高质量发展中争先进位，落
实落细“高”和“新”两篇文章，全
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兀凌凯

本报讯 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11月 15日上午，郑州
高新区举行 2023年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演练，以演促练、以
练促战、以战促能，进一步提升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和保障
水平，做好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工
作，守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高新区生态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君甫
出席活动，各食安委成员单位相
关负责人参加。

本次演练采取现场实战的
形式，共分为事件发生与汇报、
启动食品安全突发事件Ⅳ级应
急响应、应急处置、响应终止、善

后处置等五幕。
现场模拟了辖区某学校发

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高新区
管委会按照《郑州高新区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立即启动
Ⅳ级应急响应，成立应急处置指
挥部，组织协调社会事业局、环
保安监局、公安分局、属地办事
处、疾控中心等部门全力做好应
急救援、危害控制、事故调查、信
息发布、新闻发布会等各项应急
处置工作。

演练活动紧贴实战，完整展
示了依法依规、依预案依程序的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全过程，
现场观摩人员表示身临其境、深

受启发。
“本次演练再次明确了各食

安委成员单位在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职责，达到了
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
目的。”孙君甫在总结活动时表
示，各食安委成员单位要以本次
演练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积极
寻找不足，不断构建起统一指挥、
结构合理、反应灵敏、运转高效、
保障有力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
急救援体系，全面提高食品安全
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随时
做好应对一切突发重大事件的准
备，守好食品安全底线。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曹佩珊

本报讯 对 2022年度重新
认定通过的 251家高新技术企
业，依托中原中小指数服务平
台，通过“免申即享”的方式，兑
现资金总额 1255 万元……近
日，对于重新认定通过的高新技
术企业给予政策兑现，郑州高新
区再次走在了全省前列。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
的排头兵，也是壮大新兴产业、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
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也
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活力
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郑州高
新区高度重视高企培育工作，
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程
序，以“郑州高新区高企服务与
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为载体，通

过建立高企后备库，设置服务
企业培育台账，按照“辅导一
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推荐
一批”的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机
制，高企培育不断取得新突
破。2022年，全区共有 668家
企业通过高企认定，占全市
32.7%，全年净增高企300家，有
效期内的高企总量达 1803家，
同比增长20%。

为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推
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成长为
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初，高新
区出台了《郑州高新区加快推
进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2022版）》。其中，第六十二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政策提
出，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在省市奖励基础上，根据其
上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前
一年）营业收入，给予最高 20万
元的政策兑现奖励；对重新认
定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最高5万元奖励。

目前，郑州高新区对 2022
年度重新认定通过的河南云和
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郑州云
光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郑州
欧柯奇仪器制造有限公司等
251家高新技术企业，落实每家
5万元的政策奖补兑现，总金额
1255万元。下一步，高新区将
对 2022年度首次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进行资金兑付，预计资金
总额约3800余万元。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王文静

本报讯 11月 13日，在高新
区莲花公园北园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作业，一
株株栽种好的树木迎风挺立，蜿
蜒曲折的休闲步道穿梭在绿化之
间，美如画卷，目前公园的布局已
经成型，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已有
市民正在这怡人的环境下，漫步
休憩。

据了解，莲花公园北园位于
池南路以北、银杏路以南、沉砂池
以西、莲花街以东，由高新区郑州
恒盛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于
2023年 4月份开始施工，总面积
约为4.52万平方米。

公园整体设计定位以水源保
护为基础，功能为先，在满足环卫
停车的基础上，保留一部分废弃
池南路作为停车场，满足附近的
停车需求，同时整合现状零碎地
块，结合不同市民、游客的多种公
共活动需要，设置儿童游乐区、眺
望平台、阳光草坪等休闲节点，创
造畅通而又有趣味的漫游观赏路
线，打造一个舒适怡人的公园。

截至目前，该公园总体施工
进度已完成95%，共栽植乌桕、白
蜡、黄栌、北美红枫等乔灌木约
600棵，栽植大叶黄杨球、海桐球、
小叶女贞球等各种球类约 200
株，栽植小兔子狼尾草、毛杜鹃、
火焰南天竹等地被约 5000平方
米，铺种草坪约 4万平方米，透水
混凝土园路、生态石铺装广场等
各类园建施工约 4000平方米。
公园建设完成后将极大地方便周
边市民户外活动、休闲，为周边市
民提供一个集休憩、健身等功能
为一体的绿色休闲空间。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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