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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政务服务大厅，刘女
士在“一件事”窗口办理营业执
照，仅需出示身份证，营业执照、
公章刻制、税务备案和发票申领
事项很快完成。

今年8月，新郑市推出“商事
登记一件事”主体，将市场监管、公
安、税务等部门涉及企业开办的3
个审批事项并成一个事项，材料从
12份精简至仅凭身份证即可，办
事环节、时间和材料全面“瘦身”，
刷新了企业最短办证时间。

今年 9月，新郑市首例企业

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办理
成功，在原来“一件事”办理基础
上，又实现企业破产信息核查线上
申请、集成查询、“零跑趟”办理。

目前，在新郑市政务服务
中，“一件事”“跨省办”“免证办”

“周末办”等服务已经成为常
态。为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提
质政务服务，新郑还建立“企业
家恳谈日”、“25天企业宁静日”
和“扫码入企”制度，对企业无事
不打扰、有事服务好。

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新郑

实行评标专家自由裁量权智慧
评价、AI辅助评标等创新技术手
段，以“严”当头、以“廉”为本，推
进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精细化、服
务标准化、监管智慧化、交易市
场化，让参与投标的企业感受到
公平公正的交易氛围。

时光川流，发展不止。随着
全要素产业生态不断优化，新郑
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的愿景正在
走进现实，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
迎来新的荣光。
记者 张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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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继古开今寻求产业新突破

制造基因古来有

产业生态是各种影响要素构成的有机系
统。目前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实际就是产业
生态的竞争。

回望历史，工匠精神、制造基因在新郑早
已有之。8000年前，新郑裴李岗先民制作石
器，开启中华农耕文明；5000年前，轩辕黄帝
于新郑具茨山下制造指南车，成为当时最先
进的交通工具；2700年前，郑国制造出长宽数
米、高大威武、乘坐舒适的豪华马车与惊艳世
界的莲鹤方壶。

再看如今，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凭借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新郑在全省县市竞争中
赢得先机。建机场、通地铁、运南水、聚高校，
常住人口增至 120万人，其中高校师生 30万
人，居省会县市首位。此外，高校数量、金融
机构入驻数量，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等关键
指标均领跑全省县市。这一切，都是新郑寻
求工业再提升再突破的有利条件。

地处新郑市和庄镇的恒天铜业生产线

产业园育产业链

距威博达不远，新郑市薛店镇电子信息
产业园正在施工。“项目在建标准化厂房与办
公楼共 16栋，去年 11月开工，今年底部分交
付，明年全部投用。”园区负责人说，此园区由
新郑启创产业园运营公司开发建设，目的是
围绕航空港区电动汽车产能，引入配套企业。

园区建设过程中，新郑市同步招引企业
进驻，同步孵化本地企业与引进外地企业，目
前已与通用咨询、颐高集团等运营商对接洽
谈，计划合作招引数十家优质企业。产业园
即将入驻的洲明科技LED光显项目计划投资
10亿元，租用厂房 5万平方米，新建LED/LCD
光电产品及上下游配套加工生产线20条，预计
年产值15亿元，税收1亿元，并协助引进配套
企业，完善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产业链。

今年以来，新郑市引入中金投资集团等公
司，在南龙湖投建产教融合示范园。新郑本土
企业福华钢铁计划投建特钢产业园，福建友臣
集团投资建设临空食品产业园。新郑市还布
局临空智能制造产业园、中佳汇智能装备产业
园，开工建设大应急智能制造产业园。

恒天铜业是和庄镇一家生
产新能源汽车导线的企业，正寻
求通过技术改造，生产电动汽车
线路，从而满足市场需求。

“新项目选址在专业产业
园，研发、生产、上下游集中配套，
更利于企业发展。”恒天铜业总经
理张一飞说，企业在园区的新项
目投资5亿元，预计年产5万吨新
能源高端铜基合金新材料，年产
值30亿元，税收5000万元。

新郑市立足原有产业基础，
努力让老树发新芽。帮助域内运

达造纸、森乐电器、恒天铜业等新
郑本土企业，通过转型创新培育新
质生产力。为提升完善产业链，新
郑市制订智能制造、现代食品、生
物医药“两主一新”产业链行动方
案，分析产业链现状，明确近期主
攻领域和重点工作，有目标任务、
有方法路径、有推进机制。

在新郑市梨河镇，人人利食
品三期项目新生产车间，全自动
智能生产线正在运转，从原料进
入到面包包装装箱一键完成。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

三期项目全部采用国际先进的
技术设备，目前已投产 5条生产
线，计划明年投产全部10条生产
线。”公司负责人说。

为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新郑市正在借助省市政策支
持，政府引导，要素保障，扎实推
动规上企业技改项目备案全覆
盖，确保今年完成入库技改项目
55个，技改投资增长 25%以上，
年内创成省级以上智能工厂 9
家、绿色工厂7家。

授信800万元，实现提款400
万元。前不久，梨河镇一家生产塑
料制品的小微企业获得新郑农商
银行贷款，成为新郑市首笔小微企
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地贷款。

小微企业是市场活力之源。
此前，新郑市建立支持小微企业
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政府出面协
调金融机构，多措并举、精准发

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机
制建立不久就促成首笔贷款。

木桶原理是产业生态规律，
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成为短板，都
会影响整个生态。帮助小微企
业贷款，仅是新郑全要素优化产
业生态的众多举措之一。

为帮助企业落地，新郑市盘
活各类批而未供、低效闲置土地

6769亩，将新郑经开区工业产业
用地占比提升到64.5%。创新实
施压覆矿建设用地弹性出让制
度，推进辛店、龙湖两个镇的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产业发展腾
出了空间。在财政金融方面，新
郑推行财政激励性存款考核机
制，向金融机构推介项目 120余
个，签约授信30多亿元。

冬日阳光洒满大地，在紧邻航空港区的新郑市薛店镇，一家名为威博达的企业工地上，施工人员正在忙碌，接近完工
的钢结构新厂房在阳光下披上金装。企业产品为电动汽车操控面板，威博达也是新郑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中的重点企业。

在新一轮产业布局中，古城新郑正借助独有区位优势，建设产业园，做优产业生态，招引外地企业，提升本土企业，加
快推进工业立市制造强市建设。

技术创新赋新能

做优生态补短板

优化服务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