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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动态

提升“招才引智”质效
二七区不断拓宽人才

引育“新模式”，招引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
才。通过精准开展“双访
双问”活动，挖掘发布各类
用人需求 3.8 万个；利用

“人才服务小分队”，协同
“二七先锋”征集令选拔出
的“招商小分队”，赴北上
广深等地开展“双招双引”
活动；紧盯高端人才培育，
主动向企业提供各类人才
评审政策。

2023年，推荐 11名高
端人才申报省级、市级高
层次人才，88名人才申报
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

汇聚“平台育才”动能
二七区坚持以平台培

育人才，依托郑投科创园、
双创中心等主体，创建“创
业苗圃—众创空间—孵化
器—加速器”模式，打造全
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链条，构
筑创新创业的“蓄水池”。
据统计，全区累计建成各类
创新创业载体 26家，在孵
企业、创业团队等750余家
（个），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4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点实验室）189家。

在大力培育创新企业
上，二七区加快推进郑州
中物科创园、灏宇数字包
装产业园等 12 个小微产
业园建设。2023年，累计
培育规上工业企业 85家、

“专精特新”企业 75家、高

新 技 术 企 业 198 家 。 此
外，二七区依托黄河科技
学院、郑州科技学院等高
校，建设 31家大学生实习
实训平台，在海一云商、亚
细亚卓悦城创建“青年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促进人
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涵养“生态服务”体系
为不断延伸人才日常

化服务触角，二七区构建
定期探访、电话慰问、调研
座谈的党委联系服务专家
制度，11名区委常委联系
服务专家人才 44人次，及
时掌握人才发展及需求动
态，精准施策赋能。

同时，二七区组建“人才
政策宣讲团”，走进院校和企
业开展人才政策宣讲40余
场。聚焦德化步行街、瑞光文
化创意园等青年集聚区域，打
造了“百年德化·郑青春”青年
人才主题街区、人才市集等场
景，开通人才音乐巴士、上线
青年人才综合服务小程序等，
不断做优人才服务。

安居问题一直是广大
人才关心的关键问题之
一，二七区创新提出为专
业性人才服务的“点单式”
配 租 方 案 ，截 至 2023 年
底 ，全 区 配 租 人 才 公 寓
3060套；设立青年人才驿
站，为青年人才提供 7 天
短期免费住宿，让青年人
才安居二七、扎根二七。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景静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杨柳）
近日，在哈尔滨市举办的第八
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主任年会
上，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荣获“2023年度公共资源交易
统一大市场建设示范单位”荣
誉称号。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基
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河南省首批
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新
郑市紧抓“互联网+公共资源交

易”机遇，实现信息化、智慧化与
公共资源交易的深度融合，在全
省率先推行全项目跨域远程异
地评标常态化，共享全国优质专
家资源，将新郑的发射线联通全
国23个省份180个城市，绘制了

“新郑魅力”的远程交易地图，也
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了积极
探索和实践。

据了解，新郑市与潢川县
创新打造的“新潢合作”交易模
式，实现了全招投标项目跨行
政区的高质量交易，有效破解

了跨行政区域交易壁垒障碍，
激发了双方交易市场活力，优
化了双方的营商环境，为进一
步探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走
出了新路子。合作一年多来，
已累计开展交易项目227宗，成
交额149.52亿元。

另外，新郑市精准打磨了
智慧化交易体系，全面构筑了
公开透明、简捷高效的便民利
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吸引了
全国各地企业参与新郑城市建
设，域外企业投标率高达88%。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王赛华）近
日，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公布 2023 年度
郑州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
人才认定人选名单，全市
共认定 433 人。其中，郑
州经开区入选 129 人，入
选数量为全市最多。经开
区入选人员主要分布在高
端先进制造、汽车及零部
件、现代物流、生物医药、

新材料、节能环保、电子信
息技术等产业领域。

近年来，经开区科技
人才局坚持把政策落实作
为引才育才的重要举措，
创新推行“一表、一策、一
库”政策落实机制，大力开
展政策宣讲进园区、进企
业活动。“郑州人才计划”实
施以来，累计入选市重点
产业急需紧缺人才639人，
占全市总认定人数的30%。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刘昂 文/图）昨日上午，在郑
州国家通航产业综合示范
区，河南军翔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机务人员正对直升机及
无人机等航空植保器械进行
维护，备战春季小麦病虫害
防治，为全省小麦丰收打牢
基础。

2023年以来，郑州国家
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聚焦

“农业农村领域”，充分依托
有人机、无人机农林植保优
势，以航空植保为重要发展
方向，探索出了一条“通航运
营+粮食安全”的农业产业
相融合之路。

据介绍，郑州国家通用
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航空植

保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在
农业、林业、草原飞机防治病
虫害方面具有专业技术和丰
富经验。目前，整个示范区
共有航空植保企业14家，飞
防作业飞机30余架，无人机
160余架，飞手200余人，不仅
可以满足同时在 300万亩的
农田、林地等飞防作业，也可
以保证在不同地区、不同地
形、不同气候条件下，为用户
提供虫情调查、制订防治方
案、开展飞机防治、实施效果
追踪等“一站式”解决方案。

“当前，我们示范区的企
业年均飞防小麦、森林、草原
等 1200 万亩，在带动飞机、
喷雾设备、农药等上下游产
业链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多
元化上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

前列，为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作出了属于郑州通航的独特
贡献。”郑州通航试验区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说道。

去年 7 月，我省开展了
首届河南航空植保嘉年华活
动，吸纳 28家企业和 400余
名嘉宾参会参展，累计展出
新型农药农机 42 种，直升
机、固定翼、无人机等各类飞
行器70架，飞行表演时间50
分钟，吸引 4000余名观众前
来观展，企业承揽意向订单
达1.6亿元。

目前，郑州通航示范区
30 余架飞防作业飞机、200
余架无人机已做好春季农林
植保飞防准备，只待气温回
暖，便能奔赴田间地头开展
作业。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刘地）1月 9日下午，郑
州产城更新与武汉大学国家治
理与经济体系现代化研究中心
产学研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高
新区举行，并现场挂牌国家治
理与经济体系现代化研究中心
郑州联合工作站。

郑州产城更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10月 20
日，专注于城市更新基础服务、
产业导入服务、产业运营发展
服务、投资基金组建及管理等
产城更新相关服务工作，为中
国产城高质量发展赋能。

此次，郑州产城更新与武
汉大学的战略合作签约，是深
化校企合作、多方优势资源互

通协作的重要成果。双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促进人才、技术、
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互动，依托
武汉大学国家治理与经济体系
现代化研究中心科研实力，聚
焦高新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
产城融合、城市更新、能源经
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研究
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

绘制远程交易地图
联通23个省180个城市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捧回全国大奖

用好“新农具”守好“粮袋子”
郑州通航示范区200余架飞行器备战春季植保

与武汉大学签约 高新区产城更新再添新动能

一年吸引高校毕业生就业1.89万余人
引入博士16名
二七区激活人才“新引擎”

从定期召开人才工作专题会议，到搭建全区首个“引
才工作站”；从创建“青年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到打造“百
年德化·郑青春”青年人才主题街区……2023年，二七区
用引育留用“四块基石”为人才搭建“金桥”，激活创新创业
创造的“人才引擎”。截至2023年底，二七区举办招聘会
22场，新吸引高校毕业生就业1.89万余人，“全职+柔性”
引入博士16名，新签约科技型、高新技术项目40余个，举
办系列活动40余场，吸引各类青年人才千万人次。

郑州认定2023年度
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433人
经开区入选129人，人数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