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人大代表郝亮：
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反复研读政府工
作报告，深刻体会到过
去一年，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一

名从事数字产业、研究
数字技术的代表，对全
市数字经济、政府数字
化转型取得的新突破感
到骄傲和自豪。”市人大
代表、数字郑州科技有
限公司CEO郝亮说。

就发展数字经济，
郝亮提三点建议：一是
持续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推动产业数字化，继
而实现数字产业化；二

是加快出台数据要素产
业发展措施，依托郑州
良好的数据基础和优势，
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
化改革；三是充分利用通
用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
期，快速创新，建设统一
的多云算力调度平台，提
升算力资源统筹供给能
力和数据要素供给能力，
催生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场景应用。

市政协委员程伯群：
打造郑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

“加强顶层设计、增
强协同共享，推动人工智
能产学研生态融合创新，
实现精准招才引智。”市

政协委员、中科大数据研
究院副院长程伯群说。

在程伯群看来，作
为实施河南“十大战略”
的主阵地，郑州要实现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应最大化发挥区位优
势，聚焦数字人才培养，
不同研究所之间要加强
深度数字技术和人工智
能创新交流，形成人工
智能数字经济发展“同

心圆”。为此，他建议政
府“牵线搭桥”，助力科
研院所、中小企业通力
合作，协同创新。

程伯群表示，需要
由政府搭建服务平台，
坚持走“产、学、研”深度
融合创新之路；要在打
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链
的同时探索外延发展，
建设“算力之城、人工智
能之城、元宇宙之城”。

“新质生产力是以
创新为要，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

产力质态。”市人大代表，
郑州优享创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杨说。

李杨建议，政府在
关键技术研发、市场培
育、应用场景建设等方
面加强引导，充分调动
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
性。要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打造科技企业孵化
载体，为培育形成新质

生产力提供持久动力。
“我们可以围绕大

学、科研院所规划环大
学创新创业生态圈、环
实验室经济圈，以组合
式布局，破解高校、地
方、企业等主体利益分
散化、区域发展碎片化、
成果转化随机化等问
题，形成创新型城市新
格局。”李杨指明切入
点和突破口。

市人大代表李杨：

抢抓发展新机遇 培育新质生产力

“民营企业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科 技 创 新 的 生 力
军。”市人大代表、郑州

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
司设计部工程师周治国
关注民营企业发展，更关
心民营企业的生态环境。

周治国表示，当前民
营企业面临一些困境。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背景之下，加大对民营
企业科技创新扶持力度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周治国建议，加大
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扶

持力度，积极促成高校
和科研机构与民营企业
之间的互动合作，促进
产学研落地；加大对科
技成果转化为实际产
值、产品的奖励力度；增
加对民营企业科技研发
投入的补贴；积极扶持
民营企业技术研发中
心、试验中心建设；通过
多种形式吸引高端人才
在郑州落户发展。

市人大代表周治国：

政策暖风呵护民企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市人大代表樊惠林：
“双轮驱动”“五项行动”建设美好二七

“政府工作报告总
结成绩全面客观、实事求
是，部署工作重点突出、
措施有力，全方位勾画了

新一年的发展蓝图，为我
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
科学指南、指明了前进
方 向 、增 加 了 前 进 动
力。”市人大代表、二七
区委书记樊惠林表示。

如何将会议精神从
“纸上”落到“地上”？樊
惠林说，二七区将对标
对表省委对郑州“五个
更”的新要求和市委市
政府部署安排，纵深打

造“安居”“乐业”两大工
程，统筹高成长服务业
和低碳科技型工业“双
轮驱动”，大力实施产业
转型升级、资源资产盘
活等“五项行动”。全力
推进总投资2493亿元的
309个重大项目，奋力以
中国式现代化美好二七
建设为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推动郑州市新能
源汽车战略新兴产业抢
滩争先，实现绿色经济
高质量发展，建议给予

新能源商用车绕城高速
过路费政策优惠，助力我
市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加
速发展。”市政协委员、宇
通商用车有限公司研究
院院长张晓伟说。

张晓伟表示，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
率已经超过了 30%，相
比之下，新能源商用车
的市场渗透率还比较
低，新能源商用车发展

前景广阔。
郑州市是首批公共

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
行区试点城市之一。新
能源商用车购置成本较
高，可从两方面发力：一
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通过规模增长和技术创
新降低成本；二是出台
鼓励性政策，从使用端
切入助推公共领域车辆
全面电动化。

市政协委员张晓伟：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助推新能源商用车快速发展

民 营 经 济 是 推 进
中 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近年来各地陆续出
台多个文件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在市政协
委员、河南省总商会副
会长郭伟看来，拼经济
拼的就是营商环境，要
用好“加减乘除法”，打好
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郭伟建议，在政策
落实上做“加法”。强化
产业发展政策支 持 力
度，全面落实国家和省
市出台的各项惠企政
策，引导企业用足、用好

政策。在简政放权上做
“减法”。建立政府承诺
事项兑现常态化机制，健
全企业诉求解决机制。在
优化服务上做“乘法”。强
化企业帮扶，加强资金、
土地等要素保障。在急
难愁盼上做“除法”。推
动完成市级政务服务平
台建设，办理时限压缩
优化，零跑动、不见面审
批事项有效提升。

市政协委员郭伟：

用好“加减乘除法”优化营商环境

市政协委员王素梅：

加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2024年新的一年，
全市人社系统全体党员
干部将立足职能定位、
扛起使命担当，持续做

好‘稳就业、聚人才、强
保障、促和谐’工作，全
面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事业新提升。”市政协
委员，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素梅说。

王素梅表示，今年
将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作为首要任务，实现全
年新增城镇就业 12.65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2.68 万人，新吸引 20
万高校毕业生来郑留郑；
突出技能人才和专业技
术人才“两支队伍”建设，
筹备第三届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推进“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力争全
市基本养老、失业、工伤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792.5 万人、322.9 万人、
271万人；加强新业态劳
动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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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活力 鼓励民企技术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