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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金水区艺术小学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在“双减”背景下，针对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质量、
形式，做出许多新的尝试，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进行面点制
作、体验烹饪活动，使他们体验劳动的快乐。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市农技站立足
工作实际，主动倾听
农民心声，扎实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帮助解决农业
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12月24日，市
农技站农技人员到
新郑市辛店镇黄岗
村和湛张村调查不
同播期小麦越冬期
苗情，以掌握冬小麦
整体生产情况，并提
出针对性的技术意
见，为冬小麦安全越
冬、来年丰收奠定良
好基础。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我市50个精品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1.34亿元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政府
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省促进天使风投创投基金高质量
发展的相关情况。记者从会上获
悉，我省将率先在生物医药新材料、
数字经济两个重点产业设立政府母
基金，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助推，力争
5年内吸引 100家国内外优秀投资
机构落户河南，力争“十四五”末，推
动我省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总规模
突破3000亿元。

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
基金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型投融
资方式，是布局发展未来产业、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资本引擎。从
国内外发展趋势看，哪个区域的天使
风投创投富集，哪个区域的创新活动
就活跃，新兴产业发展就越快越好。

我省具备良好基础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发

展天使风投创投基金，我省具备良
好基础：市场主体持续壮大。全省
各类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机构达到
156家，总规模 876亿元，涌现出百
瑞创投、华夏海纳、中原前海、中金
汇融、伊洛投资等一批优秀的本土
创投和基金机构。创投生态不断优
化。今年以来，我省开展多场战略
性新兴产业系列路演活动，推介优
质企业 186 家，实现股权融资 16
家，融资规模 7.8 亿元。投资成效
逐渐显现。相继组建 14只新兴产
业创投基金，累计投资 168个新兴
产业企业，推动 8 家企业上市，36
家企业新三板挂牌，13个项目拟申
报 IPO。推动河南投资集团、中原
豫资控股、河南农开公司、中原证券
发起设立国企基金，引进华为海棠、
上海合晶、华锐光电等一批项目落地河南。

今年“双创”活动周期间，我省成功举办第九届中国创投峰会，国
内优秀创投机构云集河南，业内普遍认为我省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
础条件优厚、新兴产业发展呈良好态势，应当通过大力发展创投，借
助资本力量推动创新发展。可以说，发展天使风投创投基金，河南正
当其时。

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会上透露，接下来我省将重点从四方面发力。
抓主体培育。推动设立政府母基金。省级率先在生物医药新材

料、数字经济两个重点产业赛道设立政府母基金，其中，省数字经济
引导基金 30亿元，省生物医药新材料引导基金 20亿元。同时引导
设立市场化母基金。支持国有企业和产业龙头企业进军创投行业。
积极争取外商投资股权投资试点。

抓项目对接。实施“基金入豫”专项行动，力争5年内吸引100家
国内外优秀投资机构落户河南；打造区域股权市场“基金板”。推动在
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设立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投融资对接专
板，为基金拟投和备投企业提供精准孵化功能，提高投融资双方对接
效率；强化项目投融资对接。建立省级基金备投优质企业项目库和风
投创投基金投资引导目录，加快培育“准独角兽”“独角兽”企业。

抓配套服务。建立集聚平台，支持郑州、洛阳等有条件的市加快
谋划天使风投创投基金集聚区，形成完善的“基金生态圈”；优化政务
服务。打破基金注册的“玻璃门”，实现1天内完成工商注册；举办峰
会论坛。省级层面定期举办高规格、国际化的创业投资行业峰会。

抓政策落地。强化法治保障、政策扶持、人才支持。对符合条件
的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急需人才，优先推荐申报“中原英才计划”，对经
认定的基金高层次人才，给予地方经济贡献奖励、住房补贴、子女入
学等政策支持。

力争通过 3~5年的引导基金运作，对接合作国家级基金和头部
基金机构突破 50家，支持本地培育和外地招引企业（项目）超 150
个，带动各类股权投资和信贷资金超过 1000亿元，助推我省数字经
济、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跨越式发展。

郑州多管齐下打好创新驱动发展牌
记者从会上获悉，郑州市近年来把打好创新驱动发展这张牌摆

在突出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成效切实可见。目前，注册地
为郑州市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人共计 90家，合计管理基金数量 213只；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全国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共计
10家。郑州市已设立政府投资基金3只，总规模303亿元，参股各类
子基金14只，子基金总规模474亿元，累计投资各类项目150个，实
际投资额259.44亿元。

其中，郑东新区累计引进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国新启迪股权
投资基金、中金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基金及管理机构 240家，
计划管理基金规模 3000亿元；设立 5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9月 6
日，发布“创投十条”，落户最高奖励1000万元，并提供“拎包入驻”服
务。高新区搭建科技金融广场，累计引进基金及管理机构116家,管
理基金规模 585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基地成功落地。金水区
被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培育出
UU跑腿、信大捷安等明星企业，金水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无论从规模
上还是从质量效益上都已走在全市、全省前列，并荣登“全国最具投
资潜力区域百强榜”。

为了让创投机构愿来、敢投、投得好，中原科技城全额财政投入，
设立了规模为5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手册宣传、银行对接、赛
事路演、全球推介等多种形式，向优秀创投机构抛出“橄榄枝”、发出
邀请函，力争用 2~3年时间，将中原科技城打造成为中部乃至全国
知名的创投集聚地。

我市全面推行林长制 明确六大工作任务

三年内森林覆盖率达23.5%
（上接一版）林草生态修复方面，实施“三线一单”分区管控，加强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以及生态环境脆弱区林草生态修
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治理，持续增加林草资源总量；
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完善农田林网防护体系；持续开展西部邙岭绿
化，高标准打造沿黄生态廊道；高标准实施黄河滩区保护修复和合理
利用；实施大嵩山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积极开展南水北调中线
干渠、贾鲁河—隋唐大运河故道沿线防护林改造提升工作；深入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打造“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平台。

林草灾害防控方面，落实重大森林草地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地方政
府负责制；落实森林草原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科学防控林草火灾。

林草资源监测方面，推进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建设，持续完善林草
资源“一张图”“一套数”动态监测体系；建立全市林长制智慧管理等
系统。

同时，我市还将全面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构建“林长+公安局长”“林长+检察
长”等机制，完善林业综合执法体系。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建立专
（兼）职护林（草）员队伍，实行网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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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生“温度”标注百姓幸福“刻度”

郑州拟延长黄牌
电动车过渡期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官网获
悉，为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结合郑州市实际和群众的需求，郑州市公安
局、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12月20日联合起草
了《关于延长黄牌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在黄牌电动自
行车（黄底黑字临时通行防盗车牌）于2021年12月31日到有效期后，延长
黄牌电动自行车的过渡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但在
过渡期内，对生产日期满五年的黄牌电动自行车先行淘汰。

据介绍，按照2018年公安、工信、工商、质监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集
中开展电动自行车免费登记备案安装防盗车牌的通告》要求，“不符合国
家《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标准，但于2018年 12月 31日之前购买使
用的电动自行车，统一安装临时通行防盗车牌（黄底黑字）。临时通行防
盗车牌的有效期自2019年 1月 1日至2021年 12月 31日。”

为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结合郑州市实际和群众的需求，市政府
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题研究。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经过调研，借鉴外地市
经验，结合我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实际和群众的需求，根据《郑州市城市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郑州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起草了《关于延长黄牌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的通告》，拟对黄牌电动自行
车有序进行淘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近日，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一次主任会议听取
了关于郑州市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 情 况 的 报 告 。 报 告 提 到 ，
2021 年市级财政安排资金 7.2
亿元，谋划建设沿黄组团、嵩山
组团等7个美丽乡村组团，开始
建设 50个精品村，县级投入创
建 80 个以上示范村。截至 11
月 底 ，精 品 村 整 体 进 度 达 到
75%，89 个村庄达到示范村创
建标准。

为全面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我市坚持统筹城乡，科学
规划布局。市级层面强化顶层
设计，重点围绕“两带一心”布
局建设，强力推进沿黄美丽乡

村旅游带和美丽乡村组团建
设。全程监督指导 50 个精品
村项目规划的综合评审。各区
县(市)狠抓推进落实，结合国家
中心城市整体布局，从区域规
划入手，做好县域村庄分类规
划和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
划。50个精品村坚持无规划不
建设，因地制宜制定个性化建
设与经营方案，突出文化味、农
村味、中原味。同时坚持走城
乡融合、文旅融合的路子，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等新
产业、新业态，推动美丽风景向
美丽经济转变。今年以来，全
市 50个精品村新增农家乐 103
户、民宿 111家。2021年 50个
精品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34

亿元，其中 47 个村庄超十万、
14 个村庄超百万、3 个村庄超
千万。

下一步，我市要把建设村
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组织
开展具有本地特色、有一定影
响力的农事节庆、民俗旅游等
活动，开发农文旅结合的特色
旅游线路及旅游产品，引导和
推动更多社会资本、技术、人才
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以美丽乡
村精品村和示范村建设为引
领，进一步巩固拓展美丽乡村
建设成果，在全市建成 100 个
以上精品村、500 个以上示范
村，形成美丽乡村组团发展格
局，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再上新
台阶。

近日，郑东新区金光路办事处民政所、金光路办事
处民政社会工作服务站联合各村（社区）对辖区重度和
困难残疾人开展入户走访，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
实处。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现
状、康复情况等，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就业上的困难，让
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摄

管城区北下街街道司法所把党史学习教育和实际工作相结合，通过“拉网式”走访，依法制作
询问笔录，进行农民工欠薪专项行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自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为更好服务社区居民，郑州建业城市
花园社区党支部对党群服务中心内部硬件设施进行翻新升级，
在小区内修建红色文化长廊，并为居民免费提供充电宝、雨伞、
打气筒等30余项服务。此外，成立“红心服务队”，真正实现“哪
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近日，我市迎来降温天气，为保障
市民正常出行，郑州公交集团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多措
并举，科学调度，全力以赴确保公交畅
通。昨日，第三运营公司二车队组织
员工奔赴多个路面结冰点，对冰面进
行除冰处理。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