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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赵晓聃）
今年前 11 个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
别增长 8.6%、10.3%、7.1%；预计全年旅游
接待总人次达到3100万，其中接待境外游
客 7.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6%……12月
26日，中国共产党登封市第六届委员会第
八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一
串串数据引人注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登封将围
绕“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全面
深化“三标”引领，打好“三大战役”，强化“三
个支撑”，实现“六个突破”，推动经济发展提
质增效，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更加出彩。

2024 年，登封全面深化“三标”活动，
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
理”，以“产业提质提速、文旅文创融合、乡

村全面振兴”“三大战役”为统揽，部署实施
“十项行动”，统筹抓好“四个提升”，深化党
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
好的良好态势，工业支撑更加坚实，文旅品
牌更加响亮，乡村产业更加繁荣，风险防范
更加有力。前 11个月，该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25 年，登封将围绕“建设世界级文
化旅游目的地”这一目标，持续打好“三
大战役”，着力强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党建引领
网格化治理”三个支撑，力求在项目建
设、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城乡融合、民生
事业、营商环境优化等六个方面取得新
的更大突破，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奋力推动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抓早项
目谋划、抓优项目引进、抓实项目建设，

尽快把“项目增量”转化为“效益增量”。
奋力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新突破，推动主
导产业快成长、上规模，传统产业提层
次、强实力，未来产业布新局、占先机，产
业平台扩规模、升能级，加快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奋力推动文旅融合实现新
突破，加强文物遗产保护传承，持续丰富
优质文旅供给，全面提升文旅基础设施，
全面提振文旅消费市场。奋力推动城乡
融合实现新突破，统筹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和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
加快形成城乡双向流动、良性互动、融合
发展的新格局。奋力推动民生事业实现
新突破，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加强文化体育事业建设，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奋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实现新突

破，持续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积极培育
市场主体，全面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

“六最”营商环境。
为确保“十四五”圆满收官，2025 年，

登封将进一步创新举措、拓展抓手，在强
投资、扩内需、促创新、惠民生上持续用
力，努力实现突破性进展、取得标志性成
果，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以项目支
撑实体经济发展，力争全年完成新签约项
目 60个，签约额 350 亿元，符合主导产业
项目投资总金额达到 210亿元；推进产业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力争铝加工行业
产值提升到 45亿元以上，新材料产业集群
规模达到 33亿元，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规模
突破 20亿元；以高质量的文化塑造高质量
的旅游、以高品质的旅游彰显高品质的文
化，力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3200万人次。

登封：

聚焦“六个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办好民生实事，
擦亮幸福底色。今年2月 4日，市十六届人
大二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决定郑州市10个民
生实事项目，这也是郑州市级层面首次实行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临近年终，
这份“民生考卷”答得怎样？12月 26日，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市
政府关于2024年民生实事票决项目完成情
况的报告。报告中，一项项温暖人心的民生
工程、一组组幸福的完成数据，让一张张“民
生清单”变为群众生活的“幸福账单”。

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有保障
2024 年，郑州市实现了 23.05 万名高

校毕业生来郑留郑创业，占年度任务的
115.26%。全市开通运营郑州青年人才驿
站 42家，提供床位 5920张，占全年任务的
118.4%，累计接待青年人才 2533人，提供
免费住宿 5471 天。全市建成青年发展型
示范社区共33个，占全年任务的100%。

“一老一小”服务有兜底
为 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提供方便可及

的托育服务，全市普惠托位占比已达76%，
超省定的目标任务。完成困难老年人家庭
适 老 化 改 造 3094 户 ，占 全 年 任 务 的

103.13%。建成老年人助餐点645家，占全
年任务的 129%。新增养老托老床位 6100
张，占全年任务的 101.7%，养老床位总量
达到6.6万张。

助残事业“有温度”
全市对 5429 名残疾儿童实施康复救

助，占全年任务的 135.73%。对 1394 名
“三无”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 300元的生活
救助金，年底前全部发放到位。

市民出行条件持续改善
全市新增公共停车泊位10.09万个，占

全年任务的 100.97%。完善公交线网布
局，新开线路 10条、优化线路 30条，新增
地铁接驳线路20条，占年度任务的100%。

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守护”
全市中小学校心理健康课程开课率、

心理辅导室开设率均达到 100%。为青少
年和家庭提供在线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累
计接听电话 7863 人次，干预青少年危机
207人次。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活动
670场次，占年度任务的167.5%；培训青少
年心理健康工作志愿者 245人次，占年度
任务的122.5%。

疾病早筛早诊“保健康”
免费为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筛查 5.08

万人、乳腺癌筛查5.16万人。免费为新生儿
进行“两病”筛查 9.14万人、听力初筛 9.06
万人、35种遗传代谢病筛查8.96万人、耳聋
基因筛查8.95万人。免费为孕妇提供产前
血清生化免疫筛查5.5万例，产前超声筛查
7.11万例。免费为适龄人群进行脑卒中筛
查 5.039万人。免费为 40岁~75岁人群进
行肺癌早期筛查5万人，实现应筛尽筛。

教育资源供给再扩大
市区新建、扩建中小学 10所已全部开

工，占全年任务的 100%，今年建成投用中
小学 15所，增加学位 2.7万个，占全年任务
的100%。

老旧小区居住环境持续提升
全市 24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部

开工，开工率占全年任务的 102.94%，完成
率已达到75.19%。全年既有住宅共加装电
梯审报436部，创我市加装电梯以来最高年
度纪录，已建成电梯 207部，占年度任务的
103.5%。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468.24 万平
方米，占全年任务的117%。完成3.59万户

井水用户水源切换，占全年任务的102.5%。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
全市新建成投用公共充电桩 4660个，

占全年任务的155.33%。

居民休闲健身空间持续拓展
市区建成区内新建公园游园33个，占全

年任务的 110%。完成 400块体育场地建
设，新增体育场地30万平方米以上，占全年
任务的100%。新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296
处，占全年任务的148%。全市8所中职学校
体育场地已于今年4月份免费向群众开放。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
终点站，只有新起点。2025年，市政府将始
终坚持发展为民、民生优先的理念，本着“当
期可承受、未来可持续”的原则，通盘考虑，统
筹兼顾，全面推进民生实事各项工作。对已
完成的民生实事，进一步巩固成果，提升服
务；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确保工程当年完成，群众当年受益；需要较
长时间完成的，分清轻重缓急，明确时间节
点，办好每件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
障。目前，我市2025年民生实事征集工作正
在进行，待项目选定票决后公布实施。

“民生清单”暖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市委十二届七
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中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充分激发创新动能。目
前，我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如何？成效
咋样？12 月 26 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郑州市发
展新质生产力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提
到，我市扎实推进产业向新、发展提质、创
新发力，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新
技术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我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围绕“创新”“质

优”“先进生产力”，我市提出了哪些具体举

措？取得了哪些实绩实效？

为支持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大力发

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今

年，市人大常委会成立发展新质生产力情

况专题调研组，6月份以来，调研组组织部

分常委会组成人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市人

大代表赴高新区、金水区、巩义市等地，走

访企业、科研院所 10余家，深入了解我市

发展新质生产力情况，并听取市发改委、市

教育局、市科技局等 7个部门关于发展新

质生产力工作汇报和相关意见建议。

就调研情况来看，近年来，全市上下坚

持创新驱动引领，扎实推进产业向新、发展

提质、创新发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壮大优势产业链群，加快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现代产业体系聚势发力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强

劲动能。报告提到，近年来，我市产业能级

持续跃升，形成了“全、大、快”的产业优势，

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7个，是全球最大

的苹果手机、智能网联客车生产基地，全国

最大的气体传感器、超硬材料、新型耐火材

料等生产基地，近 3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平均增速达到 9.2%，今年上半年增速为
12%，居9个国家中心城市首位。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抢滩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
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等 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比亚迪、华
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部署中部地区第一
张城市算力网，引育人工智能重点企业
158家，核心产业规模超300亿元。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一步推进。
坚持以技术改造推进新型工业化，近 3年
累计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1600 余个，各级
财政累计投入技术改造资金超 20 亿元。
培育了 231家省级以上智能工厂（车间）、
122 家省级以上绿色工厂，智能制造发展
指数晋级全国 20 强，获批国家新型技术
改造城市试点。

科创能力向新求质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近年来，我市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

提高，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企业 1.3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 5800多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4058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129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7家。

各类创新平台压茬落地。目前，全市

已汇聚14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7家省实验

室，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2197家，其中国家

级创新平台63家。

一流大学研究院建设稳步推进。截至

今年 10 月，全市已签约落地上海交通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5家一流大学郑州研

究院。正在重点推进与大连理工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的合作。

人才集聚“磁场”强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是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资源。近年来，我

市引才聚才效果明显，先后引进中科院

院士仝小林等顶尖人才 7 名，在郑合作

院士达到 94 人。截至目前，通过线上线

下招引各类人才 16 万人，其中领军人才

25 人，签约重点人才项目 65 个，意向投
资金额 932.41 亿元。招引博士后人才
65 人，博士人才超过 1600 人。

人才培育成效切实提升。高质量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完成各类
职业技能培训 32.6 万人次，新增技能人
才 34.71 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19.13 万
人。建立定点职业培训机构 374家，成立
了 17 家国家级、95 家省级和 211 家市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

人才发展平台不断建强。新增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4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4家，目前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6个、
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46个、市级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37个。

科技金融支撑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

的赋能。我市设立了 10 亿元天使基金，

引导各类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首

期实缴规模 3 亿元，目前共储备高新区、

北京大学郑州新材料研究院基金等 10

支子基金。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在郑投资持续增长。截至目

前，累计在郑州投资项目 26个，累计投资

金额3.77亿元。

资本与优质项目深度融合。打造“郑

创投”投融资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路演等

方式，常态化开展“基金+项目”对接活动，

加快优质企业和前沿科技项目落地转化。

“郑科贷”业务持续优化。推动“郑科

贷”风险补偿业务的整合工作，调整“郑科

贷”存量贷款结构，实现扩面、提质、分散的

贷款分布，前三季度“郑科贷”在贷余额 7.9

亿元。

不仅如此，知识产权保护效能也在逐

步提高。截至今年 9月，全市高价值发明

专利预估值为 14178 件，万人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预计达10.8件。全市拥有知识

产权调解机构44家、仲裁机构1家，建成投

用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援助）工作站 42家，

基本实现全市产业集聚区全覆盖。

建议尽快出台《郑州市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方案》

调研组提出，从调研情况看，我市各级
各部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大量工
作，成效明显，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体制
机制有待健全、产业支撑能力有待加强、科
技研发相对薄弱等问题。

对此，调研组建议，要建立健全体制机
制，尽快出台《郑州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重点工作、关键
任务，建立跨部门协同配合机制，统筹推进
新质生产力发展。

加快锻造核心产业，实施电子信息、新
能源汽车“双万亿”工程，完善支持龙头企
业政策，提升本地配套率。深入实施“一县
一主链”推动重点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
动，完善延链补链强链招商机制，实现全市
协同发展。持续深化重点产业链“链长
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项目
建设、企业培育。

培育壮大发展主力军，制定千亿级企
业、国家“链主”企业“一企一方案”专项培
育计划，实施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三年倍增
行动。加快推动经开区高分子材料产业
园、巩义市新型化工园区、新郑市钢铁园区
等第一批 13个专业园区规划建设，同步开
展大项目和配套企业招引。谋划建设若干
小微企业园，力争每个开发区、区县（市）每
个主导产业链“一链一园”全覆盖。

充分激发创新动力，优化研发投入后
补助政策，吸引和鼓励科技型企业加大研
发项目投入。加快华润数科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智能传感器中试平台项目等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省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构建“众创空间+孵
化器+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综合体”全链
条孵化培育体系。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优化政策奖
补、贷款贴息、创业投资、融资担保、风险补
偿等多样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推广实施
企业创新积分制。建立企业创新能力量化
评价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据积分开展信
贷支持和股权投资。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高杉杉 文/图）12月 21日晚上 9
点，一架从印度起飞的顺丰航空全货机顺利落地郑州机场（如
图），其中一批时尚服饰，在卸机后进行跨航司、跨运单中转，通
过“换单国际转运”模式又搭乘国泰航空全货机经香港，最终飞
往美国，标志着郑州机场顺利完成货物“换单国际转运”保障，

“空空中转”业务场景进一步丰富。
空空中转是指货物由始发机场，经停中转机场，通过更换货

运单，再搭乘另外的航班飞往目的地机场，能充分利用中转机场
的货物保障能力、国际航线网络等优势，获得更为高效、经济、便
捷的服务。其中，“换单国际转运”属于“空空中转”业务的一种
模式，涉及不同航司、不同运单号以及不同的安检要求，需要机
场、海关等多部门共同配合完成。

为保障此次“换单国际转运”业务顺利进行，郑州机场与航空
公司、货代企业充分沟通安检及运输保障需求，量身定制保障方
案。郑州机场海关安排专人审核进出境舱单信息，开展入库、转
库、出库等全流程监管工作，将海关监管嵌入物流作业环节，配套

“7×24小时”通关机制，实现了货物中转“零延时”。
此次“换单国际转运”是郑州机场联合货代企业及航空公司

进行的一次业务恢复尝试，丰富了郑州机场“空空中转”业务场
景，便于更多货物经郑州转至其他国家。据统计，截至 12月 23
日，郑州机场“空空中转”业务累计运输货物约 2.5万吨，同比增
长81.9%。

下一步，郑州机场将逐步丰富转运货物品类，推动电子产品
从印度经郑州转运至欧美地区，进一步增强郑州机场在电子产
品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持续提升郑州机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能级，促进内陆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河南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供有力支撑。

“空空中转”业务扩展

郑州机场完成货物
“换单国际转运”保障

郑州新质生产力追“新”逐“质”提动能

河南省新生儿及儿童遗传病
基因检测与诊疗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儿童医院获悉，河
南省新生儿及儿童遗传病基因检测与诊疗服务项目在郑签约。

新生儿及儿童遗传病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早筛查、
早诊断、早治疗对于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河南省新
生儿及儿童遗传病基因检测与诊疗服务项目由国家儿童医学中
心北京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河南省医学科学院、爱尔康科
技有限公司四方共同开展，涵盖针对 200余种严重遗传病的筛
查，助力构建遗传病筛查、诊断、治疗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项目签约后，合作各方整合自身优势资源，将儿童疾病的
筛查、医疗机构的诊治，与科技创新和临床转化方面有机结合，
对遗传性疾病进行有效的早识、早筛、早防、早治，共同推动儿
科医疗发展。项目将充分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
院在出生缺陷防治领域的辐射引领作用，带动河南省儿童医院
以及河南省儿科医疗联盟单位，推动基因检测与诊疗技术的发
展，提升河南省新生儿及儿童遗传病诊治水平，助力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发展。

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窦可 文/图）难得一见的传拓
艺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疏影倾斜的梅花盆景……为进一步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群众文化
生活，郑州市园林局、郑州市总工会 25日起共同在雕塑公园青
少年雕塑体验中心举办“非遗韵味迎元旦·文化传承庆新春”迎

“双节”传拓暨双梅展。
传拓是以纸紧覆金石器物的文字、图画上面，然后用墨打

印，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上，如拓印碑刻、墓志、甲骨文字、陶器
文字、青铜铭文、玉器花纹、瓦当图案、画像石、铜镜、货币、铜器
器型等，所以也称金石传拓技法。在“传拓”中“拓”字读 tà，拓
也作搨。传拓技艺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独特、无可替
代的艺术性和表现力，近年来重新受到关注。

此次展览展出的近 80幅传拓作品，均为非遗传人、被誉为
“高浮雕传拓艺术第一人”李仁清先生的作品，这些作品参鉴了
中国画的“墨分五彩”“近浓远浅”，在施墨时巧妙地结合了乌金
拓与蝉羽拓的技法，通过墨色的渲染与变化，赋予传拓作品中国
画的艺术意蕴。本次展览同时展出蜡梅、红梅、绿梅等盆景 40
余盆，葱翠秀雅，虬曲苍劲，白梅似雪，红梅似霞，散发淡淡幽香，
沁人肺腑，让市民在梅花暗香中，充分领略非遗文化的魅力。

雕塑公园展出的一批传拓作品

传拓作品展
弘扬文化迎“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