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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试点示范申报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记者昨日从省知识产权
局获悉，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
署，集聚优势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
室关于面向城市、县域、园区开展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
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决定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相关申报、评
审、推荐等有关工作，申报时间2月 21日截止。

根据相关要求，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原则
上为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城市，同等条件下，原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创建市、考核优秀的知识产权运营重点城市优先；申报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域，应为原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
程示范、试点县（市、区），原则上为原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
范县（市、区）；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申报主体
为原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园区；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试点城市、强县建设试点县、强国建设试点园区，我省的原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原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试点
县（市、区），原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园区，均可以进行申报。

据介绍，按照“局省市联动”原则，省知识产权局将加强对确
定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督导，加大支持力度。

我省新增两处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三
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河南省黄河流域乡土树种国家林木种
质资源库、南阳市月季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榜上有名。截至目
前，我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已达5处。

林木种质资源是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基础，是林木良
种繁育的原始材料和树种改良的物质基础，是国家重要战略资
源。2016年以来，我省先后确定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5处，已收
集保存杜仲、柿、仁用杏、扁桃、长柄扁桃、枣、李、泡桐、牡丹、芍
药、刺槐、榆树等12个树种种质资源10373份。2020年，在前期
林木种质资源项目建设的基础上，经综合评定，我省确定了10处
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其中原地保存库4处，异地保存库6处，初
步构建了全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为切实提高我省国
家和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管理水平，促进我省林木种质资源
保护与开发利用，我省还组织编制了各种质资源库中长期发展规
划，着力提升我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和研究利用水平。

纪检监察机关全员
集中学习培训启动

（上接一版）务必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形成领导带头、高位推进、
组织有力、学习有效的良好局面；务必严明纪律、端正学风，带动
全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锤炼过硬的政治能力、业务本领、作风形
象，建设一支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专业化纪检铁军，为新的
一年我市纪检监察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上接一版）发挥“担”“保”作用、服务企业上
市、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产销对接等10项任
务举措，推动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500户，“十四五”时期新增10000户以上。

其中，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方面，提出
首次“小升规”工业企业办理土地使用权和
房屋所有权更名时，符合国家企业改制重组
契税政策规定的免征契税，投资主体、经营
场所不变的按规定免收交易手续费。

在发挥“担”“保”作用方面，提出引导全

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培育库入库企业、
首次“小升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逐步
将平均担保费率降至 1%以下。在服务企
业上市方面，提出对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并实现融资的企业，省财政按照不超过融
资额的 0.1%对挂牌企业进行补助，每户企
业最高补助不超过50万元。

“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奖500万元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措施》聚焦培育壮大我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从加快梯度培育、加强财税支持、强
化金融服务、提升创新能力、推进育才引才、
打造服务链条、健全保障机制等 7个方面，
提出20项任务举措。

其中，在加强财税支持方面，提出对“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校、院所等联合承担并
获得国家重大项目立项的，按照国拨经费比
例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在促进企业上
市方面，提出对申请在沪深交易所、北交所

上市的省内“专精特新”企业，按照辅导备案
登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受理申报材
料两个节点，分别给予不超过 50万元、150
万元补助。

据介绍，此次密集出台一揽子政策措
施，旨在通过“真金白银”让利于企，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下一步将
强力推动政策落实落地，及时开展政策实施
效果评估，适时出台新的惠企政策，让企业
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3”新政助企纾困
力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政策措施

（上接一版）信息通信枢纽方面，实施
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提升工程，
增强互联网国际出口和城际出口带宽能
力，进一步扩大流量疏通区域，力争省际出
口达到 28个、出省带宽达到 130000G。积
极争取建设国家（郑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
心，巩固提升我省信息通信枢纽和信息集
散中心地位。

创新发展新技术基础设施
我省将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等新技术，建设人工智能公共平台和
区块链底层平台，加快新技术基础设施的建
设、应用和提升。

其中，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我省将
加快推进“中原智谷”建设，搭建中原昇腾人
工智能生态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集聚人工
智能龙头企业和领军人才团队，建设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依托中原
科技城、中原电气谷、金水科教园区等创新
创业载体，培育 3~5家核心竞争力强、行业
带动作用大、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构

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打造中原算力网
我省将统筹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算

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集约化和服务化创
新，加快算力协作、算力路由、算力交易等算
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存储＋边缘计
算＋智算＋超算多元协同、数智融合的算力
体系，建设中部地区计算能力最强、数据应
用最广、安全等级最高的算力基础设施集
群，打造中原算力网。

数据中心方面，重点支持郑州、洛阳建
设大型绿色数据中心集群，争取全国一体
化大数据中心新增国家级枢纽节点在我省
布局。

开展智能计算中心布局，搭建公共算力
服务平台，重点推进郑州、洛阳、许昌、濮阳
建设全栈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计算中
心，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

提升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发展水平，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造汇聚与调度高
性能计算、通用数据处理和云存储资源的高

端科学研究基础平台，建设成为推动国家科
技创新的“高速引擎”、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超级大脑”。

建设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
打造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持续实

施“企业上云上平台”提升行动，推动 15万
家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

打造智慧文旅。建设河南文旅数字中心
和旅游云集散平台，打造一批高等级智慧景
区、文化场馆和博物馆。到2025年，省辖市
主要博物馆、大遗址实现数字化改造，全省
4A级以上大部分景区建成钻级智慧景区。

智慧能源方面，到2025年，全省累计建
成集中式充换电站 2000座以上，各类充电
桩 15 万个以上，智能化示范煤矿 25 个以
上，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焦作、安阳等氢
燃料汽车示范城市氢能基础设施有序推进，
加氢站数量达到100座以上。

智慧园区方面，高标准推进中原科技
城、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建设，率先建成
智慧园区，力争打造 1~2 个全国新型基础

设施智慧化应用标杆。

构建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我省将统筹推动感知、通信、处理等设
施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协同建设，支持轨道
交通、公路、航空、港口等基础设施智能化升
级，构建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其中，改造提升郑开城际铁路，建设郑
许市域铁路、郑州都市圈轨道交通 S2线贾
鲁河至登封段、S2线开封古城段、S3线郑州
南站至花园口站、S3 线原阳和武陟段等。
建设郑州地铁12号线智慧地铁示范线。建
成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二期、6号线一期、
7号线一期、8号线一期、10号线一期等。

强化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引领作用

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引领带动作用，推动郑州国家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扩容提升，带宽达到 2400G。持续建
设基础电信运营商、金融、互联网等大数据
中心及国家级“5G空天地一体化”卫星遥感
大数据分析储备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积极
融入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创新体系。加
速推进郑州城市大脑建设，在交通综合治
理、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打造全国标杆。争
取国家大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
合性产业创新中心等布局。

同时，推动郑州都市圈协同发展。推进
郑开同城化，加快洛阳、许昌、新乡、焦作、平
顶山、漯河、济源与郑州新型基础设施共建
共享。

河南出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

到2035年新基建规模
和发展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