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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省
将在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领
域参与制修订 100项以上国家标
准，在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
用等领域制修订100项以上地方标
准，在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生态
修复等领域制修订50项以上团体
标准，在节能减排、高端装备、消费
品升级、拆解回收及再生利用等领
域培育标准化试点项目30个。

《方案》部署了六个方面的具
体任务：

开展专项行动，严格执行强
制性国家标准。督促企业履行主
体责任，以企业对标自查和行业
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
开展专项检查。

对照行动方案，全面实施新
制修订国家标准。对照国务院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及市场监
管总局等七部门《以标准提升牵
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对设备更新、消费品以
旧换新和循环利用领域新增的
294项国家标准进行梳理，建立标

准信息库，动态掌握相关领域新
增国家标准的制修订情况。

坚持问题导向，提质升级我省
地方标准。针对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中急需的
问题，结合《河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实施
方案》中明确的十大工程的标准需
求，修订升级一批地方标准。

全面查缺补漏，完善我省地
方标准体系。围绕加快能耗排放
技术标准升级、强化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提升、加大回收循环利用
标准供给等方面，对国家已出台
相关标准、结合我省实际可制定
的和对国家没有相关标准、我省
正在立项或正在制定的，加快制
定出台相关地方标准，推动我省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坚持多措并举，提高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参与度。加强国内国
际标准衔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制修订和国家标准外文版工作，
做好世界贸易组织技术壁垒与贸
易措施(WTO/ TBT)风险预警和信
息发布。

增强内生动力，迸发市场类
标准活力。围绕我省“7十 28+N”
产业链群，立足“推动节能减排、
绿色低碳、技术安全、数字化转
型”等目标，发挥行业协会、社会
团体技术优势，制定一批国际领
先、技术先进的团体标准，推动转
化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另外，根据《方案》，我省将重
点推广绿色装备、本质安全、智能
制造、机械装备再制造等推荐性
国家标准在生产领域的应用，采
用相关标准指导碳排放、碳足迹
核算和报告、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废旧产品回收等工作，鼓励绿色
产品设计与评价、节能环保、可再
生设计、“5G+”“人工智能+”等标
准融入消费品和设备设计理念，
服务城市更新改造、教育质量提
升、医疗设备迭代升级和居家适
老化改造，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大力培
育标准创新型企业，积极申报国
家标准验证点，落实企业标准“领
跑者”制度，有力有序推动标准落
地见效。
记者 李爱琴

本报讯（记者 李宇航） 6月 3日
至4日，新闻媒体“走民企 看发展 提
信心”系列采访活动走进郑州。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新社等
来自中央及地方的十余家媒体记者走
进郑州多家民营企业，深入生产一线
调查采访郑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成效。

采访过程中，在汉威科技召开了
媒体座谈会，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等郑州市相
关部门以及企业代表与各媒体进行座
谈交流。近年来，郑州市相继出台并实
施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2023年，全市民营企业总
数超过 80万家，占所有企业总数的

92.2%，5家企业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
群、现代食品与加工集群入选“中国民
营经济百强产业集群”，民营经济已成
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在听取郑州市相关部门介绍后，
各媒体记者围绕郑州市智能传感器产
业集群等产业集群的现状及未来布
局、低空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布局、引
导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
营商环境等方面内容进行提问，郑州
市各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答。

座谈会后，媒体记者先后走进汉
威科技、三全食品、UU跑腿、好想你
等企业，与各企业相关人员深入交

流，认真倾听企业产品、发展情况、未
来布局等方面的介绍，并深入产品展
厅和生产车间，实地观摩各企业生产
情况，感受企业新质生产力。各企业
针对媒体关注的科技创新、自动化生
产线升级改造、市场开拓、企业人才
引育、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
问题，一一予以回应和解答。

据悉，本次新闻媒体“走民企 看发
展 提信心”系列采访活动由河南省委
统战部主办。来自中央及地方的新闻
媒体记者将深入生产一线，从不同角度
立体展示河南各地民营企业践行新发
展理念、实施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
产力、服务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郑商所探索
“期货+气象”业务模式

本报讯（记者 安欣欣）如何利用创
新型金融和天气衍生品来规避风险？6
月4日，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获悉，郑
商所近日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中国气
象科学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战略合作，共
同探索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期货+气
象”业务模式，更好服务金融强国、气象
强国建设，蓄势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随着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
经济安全平稳运行面临风险挑战，实体
企业对分散和转移天气风险的需求愈加
迫切。为更好满足实体经济需求，郑商
所立足自身品种优势，持续拓展服务领
域，长期跟踪并积极寻找“期货+气象”领
域的切入点、着力点，将“推进天气指数
编制与应用、天气衍生品研发上市”列入

“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行动方案。
2021年 6月，郑商所与国家气象信

息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启动天
气指数编制与应用、天气衍生品研发上
市、“期货+气象”复合型人才培养等系
列合作。三年来，郑商所与国家气象信
息中心发挥各自优势，扎实开展长江中
下游气温指数研究工作，目前已形成编
制方案，进入技术开发阶段。随着中国
气象科学研究院这一新的合作伙伴加
入，三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新金
融气象指数应用场景，围绕金融气象领
域的前瞻性问题开展攻关，以“技术推
动”与“需求引领”双轮驱动，提升金融
气象科技创新和行业服务能力，为中国
天气衍生品市场不断开创新篇章。

第二届河南省
商业经济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 近
日，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自由贸易港
（区）专委会、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主办
的“第二届河南省商业经济论坛”在河
南理工大学举行，近百名专家学者、企
业代表参加论坛。

开幕式上，聚焦“商业经济发展趋
势”这一话题，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党组
书记刘建湖分析说：“创新以及由此所
形成的商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商业经
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创新驱动直接表
现为商业经济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加速发展，创新驱动在绿色商业发展领
域呈现更大的向心力和扩张力，创新驱
动将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表现出强
大支撑力、牵引力。”

论坛上，发布了《河南省商业经济研
究报告》（2023）。该《报告》通过对河南
省18个地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价值、
产业价值、社会价值、未来价值选取了21
个指标内容进行数据采集和模型计算，
发布了河南省商业经济发展指数，18个
地市发展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面临
不同的机遇和挑战，郑州市位居综合发
展指数第一，洛阳、南阳、平顶山、许昌紧
随其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主旨演讲阶段，商务部原副部长
张志刚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现代
商业提档升级”进行了演讲。他认为

“保持生产环节新质生产力的不断进
步、物流配送环节的高效率、制度的不
断创新、绿色消费的普遍、营商环境的
不断优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
节。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兼自由
贸易港（区）专委会会长宋向清围绕“商
业需要更丰盈的意义重构”主题进行深
入阐述。

我省推出新举措
推动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
到2025年，将在相关领域参与制修订100项以上国家标准

“走民企 看发展 提信心”采访活动走进郑州

市民在家居市场了解家电以旧换新 记者 徐宗福 图

推动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我省又有新举措。6月4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省市场监管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河南
省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要以标准提升牵引我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