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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中牟县国土资源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8〕40号

编号

郑港出
〔2018〕8号

郑港出
〔2018〕9号

郑港出
〔2018〕10号

郑港出
〔2018〕43号

郑港出
〔2017〕37号

郑港出
〔2017〕38号

郑港出
〔2018〕91号

郑港出
〔2018〕3号

郑港出
〔2018〕4号

郑港出
〔2018〕78号

郑港出
〔2018〕2号

郑港出
〔2017〕42号

郑港出
〔2018〕44号

土地
位置

长安路（郑港二街）以东、
桥航路（盛祥路）以南

慈航路（郑港五路）以北、
凌烟街（郑港一街）以东

来之街以西、如荼路以南

如云路（新港七路）以南、
乔松街（航虹路）以西

通航路（郑港二路）以南、
凌风街（郑港三街）以西

太湖路（郑港三路）以北、
凌风街（郑港三街）以西

通航路（郑港二路）以南，
凌烟街（郑港一街）以东

黄海路以南、
梅河路以东

黄海路以南、
梅河路以东

鄱阳湖路以南、
长安路以东

规划园博园西四路以南，
规划园博园西十一街以东

长安路（郑港二街）以西、
太湖路（郑港三路）以北

滨河西路（航程大道）以西、
通航路（郑港二路）以南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5268.3

14411.8

26101.2

9174.5

14328.1

13477.7

21921.1

292.8

556.9

347.2

67162.2

41489.9

15942.2

土地
用途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兼容商务）
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兼容商服）
用地

商业（兼容商服）
用地

商务（兼容商服）
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
（兼容商服）用地

城镇住宅
（兼容商服）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0

＜2.0

＜2.0

＜2.5

＜4.5

＜4.5

＜4.5

＞1.0,＜1.5

＞1.0,＜1.5

＞1.0，＜2.0

＞1.0，＜2.2

＜3.0

＞1.0，＜2.0

建筑密度
（%）

＜50

＜50

＜45

＜30

＜50

＜50

＜45

＜30

＜30

＜25

＜25

＜30

＜28

绿地率
（%）

＞25

＞25

＞25

＞35

＞20

＞20

＞25

＞30

＞30

＞30

＞30

＞35

＞35

建筑高度
（米）

＜40

＜40

＜40

＜40

＜120

＜110

＜100

＜30

＜30

＜45

＞30，＜60

＜100

＜60

地块下空间
利用情况

/

/

开发地下空间

开发地下空间

/

/

/

/

/

开发地下空间

开发地下空间

/

/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40

40

40

40

40

70

70

70

70

70/40

70/40

起始价
（万元）

9163

5215

9105

3176

5940

5656

9087

116

219

154

27006

19439

7023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9163

5215

9105

3176

5940

5656

9087

116

219

154

27006

19439

7023

（上接六版）

本报讯（记者 黄永
东 通讯员 郭勇）记者
昨日从市安监局获悉，
市安委办近日转发省
安委办通知，要求进一
步加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通知要求，辖区企业应根据行业类别，结
合生产经营实际，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制定本
企业的隐患排查专用清单；要依照企业专用
清单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开展日常检查、专
项检查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设备设施、工艺
流程、作业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隐患；要建立隐
患登记建档、统计分析和报告制度，如实记
录、科学分析、定期保存、按时上报排查发现

的隐患；针对排查出
的隐患要明确整改
目标、整改措施、整
改责任、完成时限、
结果验收等事项。

通知强调，各级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责任的
部门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要将重大事故
隐患治理纳入本部门监督工作计划，建立台
账，制定专项监管方案；定期监督检查隐患治
理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据悉，全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
系统已在河南省安全生产网上线启用。通知要
求，今后各类企业在登录注册信息后，应每月按规
定登录系统，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制定企业专用清单
开展隐患排查登记

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一成多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一

季度，我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继续呈稳步增长态势，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108.3 亿元，同比增长 11.6%。
省商务厅重点监测的600家大中型零售和餐饮企业共实现
销售675.1亿元，同比增长8.81%。

一季度，我省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平稳增长，限额以上粮
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5.6%，服装鞋帽针织类增长
11.8%，饮料类增长16.1%，烟酒类增长11.9%，日用品类增长
9.6%，化妆品类增长40.5%。

省商务厅监测企业中，一季度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
长8.8%，饮料类增长11.02%，烟酒类增长23.94%，化妆品类
增长 4.5%，日用品类增长 5.27%。升级类商品消费增速平
稳，限额以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3.3%，
通信器材类增长6.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8.7%，金银珠宝类
增长11.2%，汽车类增长9.4%，中西药品类增长13.0%，建筑
及装潢材料类增长15.2%。重点监测企业中，健身器材、金银
珠宝类商品分别增长3.22%和16.86%。

餐饮消费继续回暖。近期，大众化餐饮增长比较稳定，
有机餐饮、快餐团餐、特色餐饮、农家乐等细分业态发展迅
速，“互联网+餐饮”的热潮继续深入，餐饮消费继续回暖。
一季度，全省限上餐饮企业营业收入 101.84亿元，同比增
长12.4%；监测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季度，由于春节期间消费
需求集中释放，节后一段时期消费较为平淡。进入二季度，
随着清明、五一、端午等节日相继到来，消费市场渐趋活跃，
全省消费增速有望保持平稳回升。

本报讯（记者 成燕）如何缓解我
市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昨日，我市第八批中小微企业财政补
贴贷款工作正式启动。市中小企业
服务局与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华夏银行等银行合作，支持中小
微企业以优惠利率进行贷款融资。

据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财政
将给予合作银行一定补贴，银行以不
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的利率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企业授信；
企业单笔贷款额度不超过 1000 万
元，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贷款用途
为流动资金。有需求的中小微企业

可向辖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申报，辖
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市中
小企业服务局汇总后向合作银行推
荐；银行按其内部业务操作流程完成
调查、审查手续，银行审批通过后，办
理相关放款手续。

据悉，此项工作已开展七批，共
为我市中小微企业累计发放贷款超
亿元，获得授信行业涉及 IT、电力、服
装、食品、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多个行
业。通过财政补贴贷款，利用少量财
政资金补贴催化作用，有效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同时，合作银行也能够批
量得到优质企业客户。

中小微企业财政
补贴贷款申报启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云
最高补贴服务费100万

我市征集首批企业上云服务商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马子涵）为加快实施我市
“百千企业”上云计划，市政府昨日发布《关于开展郑州市第
一批企业上云服务商征集工作的通知》，公开征集云平台服
务商和云应用服务商。

我市近日出台《郑州市建设中国制造强市若干政策的
补充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实施“百千企业”上云计划，每年
推动 1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 1000家中小企业上经推
荐的云平台，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云产生的服务费，按照
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7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对中小企业上云产生的服务费，按照不超过合同
金额的7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为加快实施全市“百千企业”上云计划，我市公开征集郑州
市第一批企业上云服务商。征集范围为云平台服务商和云
应用服务商。

按照要求，申报企业应是在郑州市依法登记、依法经
营、依法纳税的独立法人机构。在郑州市外登记注册的企
业，应与1家郑州市内企业建立合作或授权关系，由后者代
理、开展相关业务。

此外，云平台服务商须具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云应用服务商须提供云应用软件的软件著作权证或产品登
记证。

本报讯（记者 李娜 聂春洁）昨日，记者从

省政府获悉，《河南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印发。《行动

计划》明确，我省将在煤炭、化工、食品等行业推进

机器换人计划，并每年建设50个省级智能工厂。

【目标】
根据《行动计划》，2020年全省工业化、信

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智能转

型走在全国前列，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

字化，努力构建智能制造成为主流、工业互联网

广泛覆盖的制造业发展格局，实现智能制造由

点状突破向整体提升转变。

【政策】
有了目标，还要有实打实的政策支撑。
为落实《河南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省政府办
公厅一并印发《河南省支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
联网发展若干政策》，从六个方面给予政策支
持：

支持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支持企业投资
生产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智
能传感与控制、智能检测与装配、智能物流与仓
储等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对有重大带动作
用、投资3亿元以上的项目，优先列入省重点项
目管理范围，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等资金给
予支持。

支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对实施“机器换

人”、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和建设智能车间、智能
工厂、智能化示范园区的，要制定相应奖补政
策。对实施智能化改造、验收达到智能工厂和
智能车间标准，且符合行业超低排放标准的企
业，经省认定可以不纳入工业企业错峰生产范

围。

支持开展试点示范——对获得国家智能制

造、工业互联网、制造业“双创”平台、大数据产

业发展等试点示范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对获得国家产业集聚区智能化试点

示范、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

奖励 200万元。对省级智能化改造项目，将软

硬件投入的后补助比例由 8%提高至 30%，最

高不超过1000万元。经省认定的智能工厂、智

能车间，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50万

元。对获得省级智能化示范园区、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对纳入省重

点培育名单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一次性奖

补2000万元，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一次性奖补

1000万元。

支持企业上云——降低我省企业按需使用

云资源及云化软件费用，整体优惠比例不低于

30%。省统一协调基础电信运营商并达成合作

协议，提出我省“企业上云”网络费用的一揽子

优惠措施，整体优惠比例不低于30%。

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建立智能化改造企
业“白名单”，金融机构对列入“白名单”的企业
制定专项支持政策。

我省重点行业将推进“机器换人”
省级智能化改造项目最高补助1000万元

重点行业实施“机器换人”行动

未来3年，每年建设50个省级智能工厂

你的岗位会被机器人代替吗？
《行动计划》明确了我省智能制造和
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要任务。其中
提出实施关键岗位“机器换人”行动，
全面推动重点行业、关键岗位“机器
换人”，实现“点”上突破。

具体哪些行业要推进“机器换
人”？据悉，我省将围绕机械、汽车、电
子、食品、新型材料、化工、煤炭等重点
行业，在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
大、生产环境差、安全风险高、工艺要求

严的关键岗位，以工业机器人、高档数
控机床等智能装备替代人工生产，实现

“减员、增效、提质、安全”的目标。2018
年起智能装备示范应用数量逐年翻番，
到2020年示范应用达到2万台以上。

同时，实施生产线智能化改造行
动。以设备互联、数据互通为重点，
推动生产线全流程数字化，实现“线”
上链接。计划 2018年建设 200条智
能化示范生产线，2019 年建设 300
条，2020年建设500条。

未来的企业，将拥有智能车间和智
能工厂。我省将实施智能车间建设行
动。以生产管理、工业控制两大系统互联
和集成为重点，推动制造过程各环节动态
优化，实现“块”上融合。2018~2020年，
每年滚动建设100个省级智能车间。

在职能工厂建设方面，将实施智
能工厂建设行动。支持骨干企业在
建设智能车间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工
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实现企业智能管理和决策，

打造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厂。2018~
2020年，每年滚动建设 50个省级智
能工厂。

此外，在智能化示范园区方面，
2018年建设 3家左右智能化示范园
区；2019年建设 10家左右，力争1家
成为国家级试点示范；2020 年建设
10家左右，力争2家成为国家级试点
示范。2018~2020年，每年推动1万
家工业企业、带动 3 万~4 万家中小
企业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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