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争新增创新型企业1500家以上
推进省科学院北龙湖创新基地、中

原量子谷等牵引性项目建设，加强与武
汉大学等高校合作，力争全年建设一流
大学郑州研究院10家以上。

推进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河南试验基
地建设，争取神农种业实验室、嵩山实验
室等进入国家实验室基地，扎实开展小
麦、隧道掘进装备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创建，力争全年新建国家级创新平台 5
家、各类省级创新平台 300家。制定出
台全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持
续提升“智慧岛”科技企业孵化能力，力
争全年新增创新型企业1500家以上。

出台省级天使投资基金实施方案，
力争全年发放“科技贷”60 亿元以上。
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提升三年
行动。

加快建设中国现代农业联合研究生
院、河南电子科技大学、郑州航空航天大
学，推动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新增学科进
入第三轮“双一流”建设行列，力争 7所
高校11个“双一流”创建学科实现突破。

力争汽车产量超过150万辆
健全“7+28+N”推进体系。出台首

批 18条专精特新细分领域产业链建设
方案，适时遴选确定第二批细分领域产
业链，“一企一策”培育壮大重点产业链
头部企业。

成立省新能源汽车研究院，上线郑
州比亚迪新能源皮卡车、上汽郑州“智
己”等新车型，力争全年汽车产量超过
15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超过80万辆。

加快建设全省“万人助万企”数字平
台。建立制造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机
制，力争全年新增“头雁”企业 100家、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1000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2500家。

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建设一批中试
基地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示范性
校企研发中心遴选工作，力争 2024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四有”覆盖率
达到80%。

围绕集群发展、数字化转型、绿色集
约等领域培育 20个左右转型升级示范
开发区，遴选建设一批开发区数字化转
型促进中心。

出台“数据要素×”行动实施方案，支

持郑州创建国家级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
城市。

接续开展专题消费活动
深入实施汽车以旧换新、家电以旧

换新和家装厨卫“焕新”三大工程，出台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围绕“暑期生
活”“暖购秋冬”等主题接续开展专题消
费活动，复制推广郑州商品房“卖旧买
新、以旧换新”模式。

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开展“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活动，争取在库签约项目开
工率、开工项目投产率、投产项目达效率
分别达到70%以上、40%以上、50%以上。

抢抓暑假、“十一”假期等旅游黄金
季，积极推广戏剧研学、精品演艺、精品
赛事等文旅产品。

落实营商环境改革108项重大任务
清单化落实营商环境综合配套改革

108项重大任务，出台实施营商环境投诉
举报调查处理办法。

出台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加快建立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工作方案。研究制定
分类帮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政策
措施。

深入开展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
整治专项行动，制定低效用地再开发、混
合产业用地供应政策。推动在中原股权
交易中心设立专精特新专板，支持郑州

商品交易所优势再造。

加快新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加快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和商丘、周口、鲁山、潢川等新建支线
机场前期工作，力争开工建设中国邮政
航空枢纽项目。

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中国—马
来西亚航空货运枢纽项目，力争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客运、货运吞吐量分别达到
3000万人次、90万吨。拓展中欧（亚）班
列线路布局，加密开行中越、中老等南向
班列线路，加快郑州国际陆港核心功能
区建设，力争全年开行3500列以上。

力争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5万户
实施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工程，出台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建设计划，力争全年新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 25万户，完成燃气等老旧管网
改造 4000公里以上，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10万个，新建公共服务领域汽车充电桩
2万个。

制定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方案，全面开展秋季粮油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推进 450万亩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建设，确保全年粮食产量
稳定在650亿公斤以上。

推进200个以上节能降碳改造项目
持续推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

战，积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出台全省 2024—2025 年节能降碳
行动方案，推进 200个以上节能降碳改
造项目，力争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
加值能耗同比下降4%左右，营运车辆单
位运输周转量能耗同比下降1%左右，公
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下降 1%
左右。

力争完成职业技能培训200万人次
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力争全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200万
人次，新增技能人才（取证）150万人、高
技能人才（取证）90万人。开展 2024年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实施高校毕业
生就业“422020”计划，力争全年完成城
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
记者 袁帅

民生项目推广全国
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经验发布

新华社电 商务部等 12 部
门办公厅（室）日前印发通知，推
广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试点经验。通知及试点地
区典型经验做法22日在商务部
官网发布。

唐山、沈阳、大连等地实行
书记或市长负责制，将便民生活
圈纳入重要民生项目；济南、福
州、南昌、贵阳等地通过“居民议
事厅”“幸福圆桌会”“邻里茶叙
室”等载体，广泛听取居民的“金
点子”“土办法”；苏州、南京等地
针对社区商业发展不同形态，分
类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

2021年 10月，商务部等部
门联合确定了30个全国首批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目前
取得阶段性成效，形成了 5 方
面、22 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
验做法。首批试点地区要按照

“两年试点、三年推广”的部署要
求，做好三年推广期工作，确保
完成 2024 年“70％以上的地级
市行动起来”的目标。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三批
150 个 全 国 试 点 地 区 已 建 设
3946 个便民生活圈，涉及商业
网点 88.82万个，服务社区居民
7676万人。

粤港澳大湾区开行
“客车化”货运班列

新华社电 19日凌晨，从广
州 国 际 港 出 发 的 首 趟“ 客 车
化”货运班列X802次列车在运
行 10 个小时后抵达了湖南长
沙北站，同时从广州国际港到
江苏无锡的X8748次“客车化”
货运班列也于凌晨 3 时 30 分
开出。这意味着从粤港澳大
湾区到中部长株潭城市群和
东部长三角城市群再添高效
物流通道。

据广铁集团广州铁路物流
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张帆介绍，
X802次“客车化”货运班列的运
行时速为120公里，班列采用40
英尺、45英尺及 50英尺铁路集
装箱运输，其中 50英尺铁路集
装箱最大载重量可达 30.85吨，
装载容积大，适装范围广，运输
成本低。

“‘客车化’货运班列是每日
开行、敞开受理，无论车上装了
多少货物，班列到点就开。”张帆
介绍，“客车化”货运班列的发站
时间、到站时间、运行线路等均
纳入到铁路新实施的列车运行
图中，到点按时开行。

安迅物流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客车化”货运班列只需
在中国铁路 95306 官方平台或
装车站营业厅提报定舱需求，

“客车化”货运班列减少了在货
场的集货等待时间，有效提高
了运输效率。

河南出台40项措施扎实推进下半年经济稳进向好

提速提质郑州都市圈建设
社保服务有望圈内“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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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
我省印发《扎实推进2024年下半年经济稳
进向好若干措施》，从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
百姓福祉的8个方面，出台40项措施，确
保顺利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提速提质郑州都市圈建设。
制定出台郑州特大城市转变发展
方式实施方案，编制郑州市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航空港区高质量
发展规划。编制郑开同城化发展
规划、郑汴洛国际旅游目的地旅
游发展规划，完成郑开城际铁路
延长线主体工程，扎实推进郑开
大道智慧化改造等工程建设，出
台郑州都市圈社会保障卡居民服
务“一卡通”工作方案，推动郑州、
开封居住证件互通互认、居住登
记时间累积互认。

提速提质郑州都市圈建设

改造后的阜民里成为网红打卡地 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