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路
责编 谭文国 校对 禹 华 电话 67655285 E－mail：szxw＠zynews.com

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33周年特刊

周年特刊 23
20092009年年44月月2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270亿“扶”起几多大企业
——郑州市扶优扶强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陈锋 实习生 符永超 文 李利强 图

大企业大集团是加快行业发展、推进行业变革的引
领者，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在、更是未来区域经济竞争的
主导者，是一个城市工业发展的名片和“形象代言人”。
早些年谈论郑州企业，人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铺天盖
地”、少的是“顶天立地”。企业“个头”小、影响力弱，不仅
让我们直面客商和国内外市场竞争时缺乏足够的底气，
也不利于企业影响、占有和配置更多资源，不利于企业加
大技术创新投入，不利于企业和产品美誉度的提高，更不
利于抗击瞬息万变的市场风浪。

呼唤“企业大树”、培育“企业巨人”，成为优化郑州工
业企业组织结构的紧迫任务。实施扶优扶强工程，就是
为了加大对我市优势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促进大企业
大集团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全市工业经济乃至整个经
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三年前立下“军令状”
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之初，扶优扶强工程

指挥部就立下雄心壮志：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培育出年
销售收入超百亿元、利税10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
5～8户，年销售收入50～100亿元企业2～3户，年销售收
入 10～50亿元企业 10户以上，形成梯次型的大企业群。
到 2008 年，力争 69 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 260 亿
元，实现销售收入1200亿元。

为了实现这个气势恢宏的目标，指挥部圈定了46家
企业和69个项目，以项目为抓手，以重点企业为主战场，
全面发力，共同为企业巨人的成长输血供氧，架桥铺路。

两“手”齐出育巨人
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强化重点企业服务体系。加强

组织领导，制订扶持政策。2006年全市跨越式发展动员
大会后，扶优扶强工程指挥部迅速完善了组织机构，成立
了郑州市扶优扶强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确定了办公室专
职工作人员，明确了职责分工，印发了工程实施方案等13
个相关文件，建立和完善了工作机制。督促各县(市)区抽
派工作人员，成立相应机构，制定工作制度，建立相应的
组织体系，保证了工程的全面快速推进。为进一步促进
重点企业加快发展，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工业企业做
大做强和产业园区建设的意见》和《补充意见》，从政策上
加大对扶优扶强工程的支持。各县(市)区也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和促进企业发展壮大。

建立监测月报制度和“服务企业、解决问题”三项制
度。为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情况，全市自
上而下建立了指挥部办公室、各县（市）区、企业三级监
测制度，并专门对企业信息员进行了业务培训。每月定
时收集、汇总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动态信息，按期
编发扶优扶强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和项目进度月
报。建立了“服务企业、解决问题”实名登记、协调会办、
督办通报三项制度，将服务企业、解决问题的工作制度
化、程序化，保证了工作及时有效地开展和落实。三年
来召开各级各类协调会议 100余次，解决项目进展及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200 多项，企业反映的问题
98%以上得到了解决。

实施重点企业派驻特派联络员和市领导分包制度。
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环境，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问
题，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结合企业自愿的原则，从市直
部门和相关县（市）区抽调出20名县级领导干部，作为特
派联络员进驻到20家重点工业企业，并对23户重点企业
实行市级领导联系分包制度，强化重点企业的服务体系。

加强对企业的指导，促进大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经常深入大企业、尤其是超百亿
企业调研，帮助解决难题。2006 年以来,扶优扶强工程
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各指挥长的高度重
视，经常深入企业和项目调研。三年来，帮助解决企业
经营和项目建设中的问题 60 余次，确保了企业超百亿
目标的实现。

对超百亿企业大力表彰。2008年2月，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出席郑煤集团销售收入首次超百亿庆典大会，
并颁布市政府的嘉奖令；同时市政府对豫联集团、中烟公
司河南分公司和郑州供电公司进行了销售收入超百亿的
通报嘉奖；同年 4月 18日，市委、市政府又在郑州市青少
年宫举行加快工业发展大会，会上对2004年～2007年年
度对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郑煤集团、宇
通集团等16家企业和20名优秀企业家进行了表彰，以此
为契机促进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坚持实行大企业季度例会制度。指挥部办公室根据
大企业发展实际情况，每季度专门组织召开企业座谈会，
听取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情况，收集汇总企业情况，
通报扶优扶强工程工作进展情况，探讨企业进一步加快
发展的措施，树立企业加快发展信心。

注重突出问题协调，加快重点项目的推进速度。指
挥部办公室每个月对企业和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了解，通过各级指挥部办公室和各级经委加强对重点项
目的日常服务和协调。指挥部办公室将难以解决的重
大问题上报，通过市跨越式发展联席办公会、市政府办
公会、指挥长协调会等方式，积极协调解决。对宇通企

业集团扩建、拓普公司200万吨冷轧带钢等重大项目，市
政府还成立专门的项目协调小组，解决进展过程中的突
出问题，加快项目推进。发挥特派联络员作用，解决企
业日常困难。20户重点企业特派员进驻企业后，充分发
挥作用，利用自身的职能职责，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实际
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共帮助解决项目重大问题
50多个。

拓展服务范围，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加强银
企、银政合作，解决资金瓶颈。扶优扶强工程指挥部年
初、年中分别两次对企业流动资金和项目资金需求情况
进行调查摸底，了解企业资金需求，并制订为企业融资的
工作计划，积极组织企业参加不同层次的银企洽谈会，促
进银企之间的交流，为企业协调项目和流动资金。2008
年8月份，针对企业电煤资金短缺问题，积极和有关金融
机构协商，为发电企业协调解决运行中的资金问题。此
外，还组织各金融机构对企业和项目考察，增加金融机构
对企业和项目的了解，增强支持企业发展的信心。三年
来通过指挥部办公室的努力工作，银企间达成了50多亿
元的合作意向和9亿元的贷款。

加强重点企业的煤电协调，为企业发展提供生产要
素保障。针对 2008年冬、夏两季出现的供电紧张局面，
按照《关于加强郑州供电区当前电力有序供应工作的通
知》、《郑州供电区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确保重点企
业的生产用电。并针对煤炭供应紧张的情况，组织 163
家产煤企业与23家电力企业进行电煤需求对接，落实计
划煤源230.2万吨。期间，协调解决了中铝河南分公司的
电煤问题，金星啤酒集团、思念食品、韩春化工等企业的
电力需求问题。

帮助解决企业运输难问题。运输问题一直是部分
重点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尤其是2008年受南方雨雪冰
冻天气和四川汶川地震的影响，铁路运输计划做了很大
的调整，部分重点企业的运输出现了问题，造成部分产
品积压，企业负担加重，影响了经营的正常运转。为全
力保障扶优扶强重点企业和名牌企业的产品运输，指挥
部办公室人员对部分出现运输紧张的重点企业进行调
查摸底，每季度召开重点企业铁路运输协调会议，先后
协调解决了中铝公司、郑煤机、庆安化工等 12户企业的
产品运输问题。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为
进一步激励企业实现创百亿、创 50 亿目标，在市政府

《关于支持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和产业园区建设意见》
的基础上，参考外地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出台了《关
于支持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和产业园区建设补充意
见》，使扶优扶强政策进一步完善。两年间为扶优扶
强企业奖励、返税、项目贴息共计 6000 多万元。此外，
2007 年企业享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抵扣政策的退税
达到 3.87 亿元。

及时收集信息，为企业提供政策信息服务。近年来，
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给扶优扶强企业发展带来了一
定的影响。市扶优扶强指挥部办公室注重各类相关信息
收集，同时加强分析预测，通过郑州市工业信息网、《工业
经济信息》进行发布，及时对企业加以引导，促进企业适
应形势变化，健康快速发展。指挥部办公室先后向各重
点企业发布了国家新出台的行业政策、郑州市作为老工
业基地城市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出口退税新政策、
市政府《关于支持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和产业园区建设意

见》及《补充意见》、八部委对两高一资项目检查等100多
条重要信息。

三年长出“巨人团队”
好土壤、好阳光、好水分，再加上拔节生长的内生力，

企业迅速长“高”变“壮”，以百亿元企业为龙头的梯次型
大企业群初步形成。

企业规模迅速壮大，初步形成梯次型的大企业群。
2008年，全市列入扶优扶强工程的46家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 1280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3.05 倍，利税 227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2.55 倍，实现利润 171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5.05 倍。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达到 1000 户，比
2005年增加 700户左右；超 10亿元的企业达到 40户，比
2005年增加 35户；50～100亿企业 5户，比 2005年增加 4
户；其中超百亿企业从无增加到 7户，分别是河南中烟、
中铝河南分公司、郑煤集团、宇通企业集团、豫联集团、市
供电公司、登电集团。其中河南中烟公司销售收入突破
200亿元。以百亿企业为龙头的梯次型的大企业群初步
形成。

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多数项目建成投产。截至2008
年年底，69个扶优扶强重点项目已开工项目达到 61个，
完工投产项目43个，69个扶优扶强工程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272.5亿元。

兼并重组迈出新步伐，企业上市实现新突破。我市
扶优扶强企业通过企业兼并、重组、购并、联营等多种方
式，不断壮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企业上市实
现了新突破。豫联集团先后与神火集团、伊川电力出资
成立河南有色控股公司，与神火股份、鑫旺铝业共同出资
成立河南中鑫实业有限公司，全资收购了林丰铝电有限
责任公司；郑煤集团成功兼并颖青化工，大型煤化工工业
园区项目已全面启动；登电集团与永煤集团联合成立的
永登铝业有限公司正式运营；顺源铝业并入永城煤电成
立永顺铝业，已正式运营；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国有产权
整体转让海马集团后，年产5万辆微汽新项目已经建成；
三全公司分别在四川成都、广州东莞、江苏昆山等地筹建
了生产加工基地，郑州新基地项目明年投产；思念公司分
别兼并成都、浙江湖州两家食品企业，改扩建项目已经完
成，广州新生产基地项目已正式投产，郑州新基地项目正
在积极推进。三年中，共有 3户扶优扶强企业在国内外
上市。恒星科技、三全食品先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思念集团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3户企业共募集资金
约15亿元。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技术创新水平明显提
高。2008年，河南中烟公司、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郑
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中孚实业获得“最具发展潜力品
牌”殊荣；河南新郑烟草集团、中铝河南分公司、郑州卷烟
总厂入选中国纳税 500强，分别位居 54位、110位和 185
位。金星啤酒新获“中国驰名商标”，少林汽车通过中国
名牌产品复审；宇通、三全、思念连续第4次入选中国500
最具价值品牌；“红旗渠”、“白象”等4个品牌入围中国最
有价值商标 500强。郑煤机、郑纺机两家企业的技术中
心新获国家级认定；永通特钢、拓普轧制等3家企业的技
术中心新获省级认定。扶优扶强企业中，90%以上建立
了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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