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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如 一 夜 春 风 来 ，千 树 万 树 梨
花开。

为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促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6月 1 日，市政府研
究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众创空间、推
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和《关于
鼓励科技人才和大学生在郑创新创业
的若干政策》。一系列新措施直面创新
难点，击中创业痛点，清除机制堵点，为
众创空间发展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
政策和制度环境。

各类创新型孵化器也如雨后春笋，
蓬勃发展。高新区大学科技园的“郑州
创客空间”、黄河科技学院的“黄河众

创空间”、金水区众诚孵化器的“众创咖
啡”3家众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管理体系，“郑州 UFO 众创空
间”“金源孵化器—众创空间”“郑州慧
谷咖啡”“蛋挞咖啡”“创富工厂棉花茶
馆”“爱创咖啡”“3C 咖啡”等十多家创
新型孵化器也相继成立。

此外，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全民
创业热潮，充分发挥市政府设立的创
业资金的作用，鼓励支持全民创业，将
初始创业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
的帮扶补贴由每人 5000元提高到 8000
元，上半年共为 47 名毕业生和就业困
难人员申请了初始创业补贴。重点扶

持个人创业，对符合条件的创业个体
提供小额担保贷款，落实贴息政策。
不断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实行担保公
司和金融机构“一站式”办公，提高了
放贷速度。上半年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2.9 亿元，扶持创业 940 人，带动就业
1.1万人。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创新
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区域创新中心地位
进一步凸显。根据科技部最新评价，我市
在全国57个创新型试点城市（城区）中综
合排名第18位。清华大学“2014中国城
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显示，我
市在统计的154个城市中位居第11位。

新郑孟庄农民创业园
带动周边上万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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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红枣协会，在企业发展上进行扶
持。为将分散的红枣加工企业集中起来，
形成规模效应，集群发展，园区组织成立
红枣协会，所有入驻企业均为协会会员，
在增强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降低市场风
险、减少交易成本、维护企业权益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为红枣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施“一站式”办公，在服务管理上进
行扶持。成立园区管委会，集中工商、税
务、环保等部门职能，由管委会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统一为入驻
园区企业办理各项手续，降低了土地指标、
行政审批、施工建设、环评等因素对企业发
展的制约。

搭建电商网络，在产品销售上进行扶
持。在邮政物流直接入驻园区的基础上，
由园区管委会联系专业网络公司整合园
区企业信息，搭建电子网络销售平台，实
现红枣产品销售由“线下”向“线下、线上”
联动发展的转变，进一步拓宽销售网络。

促进银企合作，在企业融资上进行扶
持。由镇政府牵头，协调新郑农商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金谷村镇银行等金融企
业，放宽贷款条件，降低门槛，扩大贷款规
模，为园区小微红枣加工企业融资寻求更
便捷的途径，在资金上进行有力支持。

下一步，新郑市还将加大政策、金融、
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帮助更
多创业者圆“创业梦”。

在去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第一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今年
的两会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
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

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果断决策，要求郑州创新创业走在全国的前面。
金秋季节，在绿城郑州，无论在城区还是在县市，无论是农民、打工回乡者或是大学

生，创业创新的激情和活力无处不在。全市上下把高标准建设创新创业综合体作为打造
“国际商都”和“创新创业之都”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
育创业创新的新引擎，点燃了全民创业的星星之火，催生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走进郑州高新区大学科技园，记者
看到该园内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热火
朝天。东区、西区 5栋孵化楼已建成投
入使用，智能装备制造创新创业综合体
4 栋约 10 万平方米孵化楼主体已封
顶。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综合体东区
众创空间金源孵化器已投入运营，西区
UFO 众创空间已有 32 个项目入驻孵
化。天迈科技和中显公司等 20余家企
业已入驻智能装备制造综合体。

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特色
鲜明、配套协作”的原则，全市高标准
规划建设的 20 个集科技企业孵化、创

业培育、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科技服
务、科技投融资服务、人才集聚和生活
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创新创业综合
体建设全面启动，制定了创新创业综
合体三年行动计划、监督考评机制和
服务机制。在 2016年底前建成总面积
超过 400 万平方米以上。

目前 20家创新创业综合体全部完
成建设发展规划、选址和主导产业定位
工作，已实际开工建设 15个，预计 9月
份 20个创新创业综合体将全部实现开
工。截至目前，全市创新创业综合体累
计投入建设资金44.3亿元，建成面积达

到 80.9万平方米，形象进度完成 50%以
上的有 7家，共入驻企业 920家。预计
2015年建成面积将突破 100万平方米，
投入建设资金达到 50 亿元以上，实现
入驻企业1000家以上。

按照市委、市政府“边建设、边培
育、边运营”要求，对照“五个一”（即一块
牌子、一支队伍、一套政策、一套机制、一
批在孵企业）建设标准，已开始组建、对
接引进精干、高效、专业化的建设运营团
队和创业服务机构，做好创新创业综合
体前期发展运营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
健康循序发展，早日实现规划目标。

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全面提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精
神，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营造创
新创业生态系统，推动形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新态势，市委、市政府于 5
月 28 日~29 日成功组织召开了郑州
（首届）国际创新创业大会。大会以
“创新创业，引领未来”为主题，包括了
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千人计划”专家
会议、创新创业大赛、全球众筹峰会、

新三板论坛以及中外创业项目融资路
演会等重要活动。

大会期间,超过 300个创新创业项
目现场签约落户郑州；50 余家国外高
技术公司、孵化机构入驻郑州或设立
分支机构（办事处）；30 余家投融资机
构将入驻创新创业综合体和孵化器；
会议期间新成立 6 家投资基金，30 余
家新三板上市企业与郑州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22 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发布

最新研究成果，9名千人计划专家达成
在郑创业意向，签署项目落地意向书；
800 余项国际国内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交流、对接、展示。通过本次大会，郑
州市拓展了科技对外开放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集聚了一批高端创新资源，营
造了创新创业氛围，推介了郑州创新
创业的优良环境，提升了城市竞争力，
对推进全市创新创业发展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创新创业大会营造国际高端氛围

9月 24日，位于新郑的孟庄镇农民
创业园热闹非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园区，与农
民兄弟面对面聊农产品加工、聊创业、
聊电商，鼓励大家勇于创新、踏实创业，
成就一番事业。

为什么一个小镇上农民创业园会让

总理牵挂？
孟庄镇作为新郑市大枣传统种植

区，拥有枣林4.1万亩，年产大枣1500万
公斤，全镇从事红枣生产、加工、销售约
有 4000户，每年创造经济效益约 2.1亿
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孟庄镇已经成
为一个全国性的红枣加工生产基地。

为让大量农民有在家门口就近就
业的机会，2012 年，该镇建成占地 200
余亩的农民创业园，集红枣产品加工、
研发、销售、物流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目前入驻小微企业 8家，预计年底将实
现年产值 2 亿元，可带动 2000 人创业，
实现1万名农民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

搭建产业平台。孟庄镇以农民特
色创业园为载体，对传统红枣加工业
进行了有效整合，红枣加工业走上了
向园区集中发展的道路，告别了以往
家庭作坊的生产经营模式，避免了非
法生产、私搭乱建等安全隐患，进一步
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企业联动发展，形
成规模效应，提升了本地红枣加工业
的整体竞争优势。

搭建创业平台。农民特色创业园
创新运营模式，将园区内标准化厂房
以 1200 平方米为一组进行公开出售，
创业者通过直接购买厂房的方式入驻
园区，享受园区推出的各项优惠政策
和优质服务，不仅降低创业成本，而且
节省时间精力，确保创业者尽快走上
创业致富的道路。

搭建就业平台。农民特色创业园
建成后，入驻小微企业60家，创造上万
个工作难度低、工作强度小的就业岗
位，可以让那些不具备自主创业能力
和外出就业条件的农民能够就地就近
就业，推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进一
步转变。

统一规划设计。孟庄镇邀请河南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农民特色创
业园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园区内标
准化厂房、生产加工车间、升降货梯、
储存冷库在空间布局和规划设计上都
是统一标准，实现了企业创业条件的
无差别。

统一产业布局。孟庄镇政府把红枣
加工业作为园区的主导产业，也是唯一产
业，通过将分散的红枣加工企业集中到农
民特色创业园，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配
置，推动了本地红枣加工业的集群集聚集

约发展，为更多小微企业向农业龙头企业
发展提供了支持。

统一建设施工。园区内标准化厂
房、生产车间等均由孟庄镇政府通过招
投标程序挑选有资质的企业，按照同一
标准进行施工建设，保证了园区企业厂
房的建设标准和质量。

统一基建配套。园区内的水、电、
道路、天然气、路灯、网络、绿化等基础
设施配套，都由孟庄镇政府牵头统一建
设配套，为园区内企业提供完善的配套
设施，优化了企业的创业环境。

统一物业管理。园区的物业管理
将由孟庄镇政府聘请有资质的物业管
理公司进行管理，为园区企业提供高质
量的安保、维修、保洁等物业管理服务，
让企业集中精力专注经营管理。

统一宣传推介。孟庄镇对农民特
色创业园进行大力宣传，通过建设展示
中心集中展示园区内企业的特色产品，
同时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开展宣传推介，
增强宣传效果，拓宽营销渠道，提升了
孟庄镇整个红枣加工产业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搭建“三个平台”：
产业 创业 就业

实施“六个统一”：规划布局建设配套管理推介

新郑市淘
枣帮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

新郑孟庄镇农民创业园展厅一角

创业园展厅内
产品琳琅满目

集红枣产品加工、研发、销售、物流等
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农民创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