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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12 年，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培

育的省名牌产品数量位
居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数

的1/5；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表
彰的十强县区局，我市就占了4

个，质量监督、标准化、计量及食
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工作成绩

斐然。您认为去年我市质监系统能
取得如此优异成绩的原因何在？

何增涛：回顾去年的工作，成绩的
取得，可以归功于两个字，“严”、“新”。

坚持“严”字当头，这是保安全的基础；
“新”，就是要创新思维模式，与时俱进，探
索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的监管手段，这是取

得实效的保障。去年，我们以“严”和“新”为
宗旨，践行质监职责，创新工作方法，塑造了

“质量郑州”新形象。
创新思维将标准化原理引入网格。质监系

统抓住市委“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
机制建设机遇，快速融入“三级网格、四级平台、
五级联动”网格化管理体系。一年来共发现质监
部门管辖的各类问题1906个，解决1693个，有效缓
解了困扰我们质监部门多年的编制少、监管力量不
足、乡镇无机构、管得了看不见等问题。

在推进网格化管理进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基层
网格员专业知识不足，导致问题发掘、上报、解决的力
度、深度不够，规范性、操作性不强。为此，经过考证，
我局决定将标准化原理与方法引入网格化工作，用长
效、规范的手段抓好机制工作，从去年9月份起，历时3
个多月制定了一套包括通用基础标准、运行管理标准、行
政服务标准、检查监管标准和工作标准5个子标准的质监
系统网格化管理标准体系，有效提高了全市质监系统网格
化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和整体工作质量，成为管理有标
准、岗位有职责、操作有规范、过程有监督、工作有评价、
事后有奖惩的网格化管理新模式。此模式得到市委、市
政府的肯定和支持，目前正在全市范围内有序推广。

首创“三表结案制”受肯定。稽查大队行政执法设立
案件调查室，案件调查过程实行全程监控录像，案后行政
相对人填写“有何认识、改进措施、郑重承诺”三张表格，

“三表结案制”得到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的高度评价，全国
法制工作会议上授予我局“全国质检系统法治创新优秀
奖”。

民生计量获殊荣。围绕集贸市场、加油站、餐饮、商
店、医院和眼镜店六大领域，我局开展了“推进诚信计量、建
设和谐城乡”主题行动，创建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单位168家，
诚信计量示范单位103家。开展的民生计量进社区、进校园
活动深受群众欢迎，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民生计量工作先
进单位”。

“四牌公示”促食品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指导食品企业
在主要场所悬挂企业名称牌、许可资质信息牌、合法配料目录
牌、质量责任承诺牌，既落实了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又便
于社会监督，截至5月30日，共制作悬挂公示牌5698张。

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成全国亮点。通过在门户网
站发布企业黑名单，向全国各地质监、工商和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发协查函，对列入黑名单企业生产的产品开展全国
稽查，封杀违法食品企业的生存空间。《郑州群发食品企业
黑名单》被《中国质量报》评为“质量之光年度地方质监亮
点”和2012年度质监系统最有价值工作创新第三名。

在创新工作方法的同时，我局积极服务我市“三大主
体”工作，出台了《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服务全市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派专家到企业上门服务 619人次，帮
助企业完成标准化厂房规划、设计 17万平方米，完成生产
设备安装、检定、调试 5700 多台（件），取缔非法生产窝点
136 个。对用于城镇化建设的路灯进行招标检测把关，帮
助27家企业进行锅炉改造，在马寨工业园区设立了首个专
门服务于产业聚集区发展的质检站，并建立了首席服务官
制度，目前，全系统已有37人被企业聘为首席服务官。

记者：质监系统有句话叫“无检验不质量”，检测检验
是质量安全的基础和保障，检测技术的发展与质量发展息
息相关，我市质监系统今年在这方面有何新规划和打算？

何增涛：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是衡量质监工作成效的
一个重要标准，也是质监部门必须严守的底线，而要保障
产品质量，必须要有技术支撑。没有技术支撑的经济是没
有发展前途的，没有技术支撑的企业是走不远、长不大的。

今年我们将围绕全市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和产业集聚
区发展需要，推进建设一批保障公共安全、支撑重点产业
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级和省级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计量测试中心；围绕我市区域经济特
点培育产业集群，建设和完善一批市级质检中心和质检

站，加强县（市）级技术机构、民生计量、食品等常规检验和
快速检测项目建设。

目前，我市检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展顺利，今年已
经确定要建设一个国家级检测中心和三个省级质检站。
我们把国家汽车及零部件检测中心项目作为“一号工程”，
与中牟县政府领导先后到天津、湖北等地考察，现已达成
共识，正在大力推进实施中。荥阳建筑机械、新密耐材、新
郑食品三个省级站也都在加紧筹建中，目前新郑市国际红
枣产业园选址已定，相关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这些项目
上马后，我市相关行业产品质量都会得到更大的保障，将
对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记者：2013年，对于全市人民来说，有一件大喜事，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经济面临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质量主管部门，我们又是如何服
务实验区开发建设的呢？

何增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批，是我市发
展历程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市经济发展又添强力引
擎。质监系统对此非常重视，结合自身职能，我们成立了
专门的领导小组，明确两名党组成员分管，推出了六项硬
措施支持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职能下沉，职权下放。将原属于市局的行政许可职
能，下放到港区分局；

调配人员，增强力量。从中牟县局、新郑市局、市检测中
心分别选调精干人员，增强港区分局力量；

主动上门，免单服务。对新建企业实行零收费、提醒
预警等全方位服务；

质量立企，质量强区。在实验区企业建立质量工作联
系点制度，有重点地帮助5～7家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绿色通道，高效服务。在实验区开设代码证办理点，
申请行政许可事项实行随到随办、特事特办；

创新形式，分包服务。领导小组组长分包年销售收入
300 亿元以上企业并任首席服务官，领导小组副组长每人
分包一个年销售收入 100亿元～300亿元的企业并任首席
服务官，领导小组成员每人分包一个年销售收入50亿元～
100亿元的企业并任首席服务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周到、
细致的服务。

郑州的车，宇通、日产；
郑州的女裤，娅丽达；
郑州的枣，好想你；
郑州的汤圆，三全、思念；
……
郑州制造，似乎在不经意间，已经打入全国

人民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郑州质量，附着在这
些耳熟能详的名牌产品上，逐渐融汇在大家的思想
意识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称赞。

氧化铝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冷冻食品占全国
市场份额四成以上，女裤销量占全国同行业半壁江山，
拥有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大中型客车生产企业，郑州制
造的产品，将全国市场这块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
好。郑州制造、郑州创造拳头打天下的基础和依托，就
是质量。

“将要过去的20世纪是生产力的世纪，将要到来的21
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这是朱兰博士在上个世纪末提到的。

21世纪，在郑州，也必将成为质量工作大跨步发
展的一个世纪，从2003年开展质量兴市战略以来，
质量立市、质量强市发展战略先后上马，政策不
断加码推动下，市场环境、消费环境和人文环
境不断得到提升，同样获得提升的，还有
郑州的对外形象，招商引资、建设“大
郑州”，因此获益匪浅。

加码质量提升 助力郑州发展
我市质量发展工作记略

目前，我市正处于经济提升、产业转型攻坚期，新

型城镇化、“三大主体”工作发出的挑战，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带来的机遇，对质量工作的要求提

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质

量监管执行部门，我市质监系统工作基础是否扎实，是

否具备迎战能力，又将如何迎战？带着这些疑问，记者

采访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增涛。

2010 年，新增 47 个产品加入省名牌产品队伍，2011 年再增 55
个，2012年又增加44个，我市名牌产品增势强劲。

2012年，培育市长质量奖企业5家（累计15家），“省质量诚信A
等工业企业”31家，我市积极引领优势企业提升质量水平。

在营销界流传着一句话：“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
三流企业做产品。”郑州制造，数量优势明显，但是，要培育出一流
企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和潜力，不在量的叠加，在质的提
升。而在质量提升上，我市同样成绩喜人。

2012年，全市2694家企业和单位通过了管理体系认证，160家企
业通过了计量合格确认。2012年我市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1项，
参与国家标准制定17项，参与行业标准制定5项，培育了宇通客车、
三全食品、好想你枣业、华德地毯等一批国内知名品牌和驰名商标。

代表我省质量最高奖项的“省长质量奖”队伍中，我市获奖的
企业和单位达到了8家，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其中仅去年一年就有4
家企业获此殊荣。

成绩背后，是一系列政策投入。2012年，市政府首次将质量立
市纳入对各级政府目标考核，并组织了考评验收。同时，对名牌培
育激励力度加大，对省名牌的奖金奖励统一提高到了40万元，全年
累计用于质量立市的工作经费达4134.86万元。

去年年初，我市制定《郑州市加强质量管理和培育名牌产品驰
名商标行动计划》，要建立卓越绩效孵化基地，推进省知名品牌创
建示范产业集聚区建设，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以质量、品牌、标
准、计量、认证认可为手段，积极开展知名品牌创建示范产业集聚
区活动，培育一批区域特色突出、标准水平先进、品牌带动辐射作
用强、块状集聚效应明显的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郑州制造”抱团
促整体质量提升。

产品质量提高，会带动企业效益增加，而产业
质量水平的提高，则会带动整个链条获益，进而推
动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2013年经济工作实施意见中，市委、市政府
明确指出，要提升新型工业化主导地位，加速推动
科技型企业成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扬帆起航，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蓝图绘就，新型城镇化、新型
工业化任重道远，“三大主体”工作如火如荼……重
大历史机遇摆在郑州面前，优化产业结构，以创新
科技促发展，成为经济社会、质量工作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质量立市战
略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
重点推进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服务业、战略性新
兴行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鼓励企业在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战略产业等
方面占领标准制高点，引领行业、产业发展。

《意见》实施一年后，在市委、市政府投资 2268
亿元、开工建设211个省市重点项目的大手笔运作
下，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去年，七
大工业主导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83%，拉动
全市工业增长 14 个百分点；产业集聚区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4500亿元，增长26%，航空港产业
集聚区成为全省第一个千亿级产业园区。
现代服务业发展逐步提速。全年服务
业投资实现2127亿元，增长26%；郑
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扎
实开局，龙湖金融中心首批
签约16个金融项目；商贸
服务业和文化旅游业
不断提档升级，房
地产业也得到
健康发展。

时至今日，质量立市、强市战略，早已经延展
到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打
包”的大质量建设中去。打造“质量郑州”，面对
的，也将是一个全面、整体提升的过程。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质量
立市战略工作的意见》，未来，我市将在质量工作
上做好一道加、减、乘、除质量“数学题”。

“加”，增加名牌数量，壮大一批在全国乃至国
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大型企业集
团。完善以消费者和市场认可为基础的名牌产生
机制，鼓励优势企业积极争创名牌产品。发挥名
牌产品的带动作用，鼓励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资
本为纽带，促进产业集聚，做大做强我省战略支撑
产业，实现由“数量经济”到“品牌经济”的跃升。

“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优化
改善生态与环境质量。综
合运用法律、行政、
经济和技术

手段，全面改善城市与农村的环境质量，加强农产
品产地环境保护。建立完善环境监测体系，严格
执行污染物减排标准，实施清洁生产。

到2015年，工业污染源实现全面达标排放，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城乡环境面貌明显
改观，饮用水源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建成一批循环
经济示范城市、生态城市和环保模范县（市）。

“乘”，加快品牌示范产业集聚区建设，做大乘
数效应。加快培育创建一批区域特色突出、质量
标准水平先进、品牌带动作用强、集聚效应明显的
知名品牌示范产业集聚区，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知名品牌示范
产业集聚区，引导推动各地和企业加强质量建设，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促
进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加快中原崛起。

“除”，严格质量平安建设，除去不合格产品。
按照要求，我市将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尤其是加
大对有毒有害产品的打击力度；大力规范进出口
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进出口商品逃漏检行为和非
法出口；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确保
资源开采、工程建设、食品、药品、危险化学品、特
种设备等重点行业的质量安全；全面构建预防质
量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指挥和救援体
系，降低事故发生率，保障经济安全运行，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市开始申请创建全国质
量强市示范城市，成立了由 32部门参与的领导小
组，我市再次加码质量工作，以质量提升为契机，
助力郑州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中原经济区规划》获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性机遇，我
市“全国找坐标、中部求超越、河南挑大梁”的战略
站位，都对我市质量工作提出了更严、更高、更新
的要求。但没有激流就称不上勇进，没有山峰则
谈不上攀登，打造“质量郑州”，政府引领、全社会
参与，900万人民不畏迎难而上，将以质量发展为
抓手，助力郑州再创辉煌。

←

我市质量工作社会监督队伍又添
生力军。首批大学生质量志愿者宣誓，
将积极投身质量志愿服务活动中去。

←

市质监局专家服务团深入企业帮助解决技术难题
←

行业领先的少林汽车生产线行业领先的少林汽车生产线

促数量更重质量郑州
制造

做好一道质量“数学题”

本报记者 宋建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