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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排名
截至 2月 14日，全市 2522家规上工业企业，已复工

2415家，新增复工230家，复工率95.8%，比2月13日新增
复工率9.2%。其中：
1.上街区规上企业数 104家，复工 104家，复工率 100%；
2.金水区规上企业数 18家，复工 18家，复工率 100%；
3.惠济区规上企业数 22家，复工 22家，复工率 100%；
4.巩义市规上企业数 458家，复工 458家，复工率 100%；
5.管城区规上企业数 18家，复工 18家，复工率 100%；
6.中牟县规上企业数 122家，复工 120家，复工率 98.4%；
7.经开区规上企业数 196家，复工 192家，复工率 98.0%；
8.高新区规上企业数 328家，复工 321家，复工率 97.9%；
9.二七区规上企业数 82家，复工 79家，复工率 96.3%；
10.登封市规上企业数219家，复工211家，复工率96.3%；
11.荥阳市规上企业数265家，复工251家，复工率94.7%；
12.新密市规上企业数271家，复工256家，复工率94.5%；
13.中原区规上企业数 33家，复工 31家，复工率 93.9%；
14.航空港区规上企业数99家，复工92家，复工率92.9%；
15.新郑市规上企业数249家，复工210家，复工率84.3%；
16.郑东新区规上企业数38家，复工30家，复工率78.9%。

二、省市重点建设项目复工复产情况排名

截至 2月 14日，全市 551个省市重点在建项目，已复
工505个，新增复工33个，复工率91.7%，比2月13日新增
复工率6.0%。其中：
1.金水区在建项目数 40个，复工 40个，复工率 100%；
2.荥阳市在建项目数 38个，复工 38个，复工率 100%；
3.中牟县在建项目数 34个，复工 34个，复工率 100%；
4.经开区在建项目数 33个，复工 33个，复工率 100%；
5.二七区在建项目数 28个，复工 28个，复工率 100%；
6.中原区在建项目数 28个，复工 28个，复工率 100%；
7.登封市在建项目数 28个，复工 28个，复工率 100%；
8.管城区在建项目数 24个，复工 24个，复工率 100%；
9.惠济区在建项目数 19个，复工 19个，复工率 100%；
10.上街区在建项目数 14个，复工 14个，复工率 100%；
11.新密市在建项目数 23个，复工 22个，复工率 95.7%；
12.航空港区在建项目数39个，复工37个，复工率94.9%；
13.巩义市在建项目数 58个，复工 54个，复工率 93.1%；
14.郑东新区在建项目数42个，复工39个，复工率92.9%；
15.新郑市在建项目数 28个，复工 26个，复工率 92.9%；
16.高新区在建项目数 42个，复工 33个，复工率 78.6%。

三、工地建设项目复工复产情况排名
截至 2月 14日，全市 2431个工地建设项目，已复工

312个，新增复工147个，复工率12.8%，比2月13日新增复
工率6.1%（其中市城建局工地建设项目822个，复工44个，
复工率5.4%）。其中：
1.中原区工地建设项目 46个，复工 21个，复工率 45.7%；
2.管城区工地建设项目 94个，复工 29个，复工率 30.9%；
3.经开区工地建设项目 101个，复工 30个，复工率 29.7%；
4.惠济区工地建设项目 45个，复工 13个，复工率 28.9%；
5.二七区工地建设项目 35个，复工 10个，复工率 28.6%；
6.高新区工地建设项目 139个，复工 39个，复工率 28.1%；
7.新郑市工地建设项目 147个，复工 30个，复工率 20.4%；
8.金水区工地建设项目 64个，复工 13个，复工率 20.3%；
9.荥阳市工地建设项目 96个，复工 17个，复工率 17.7%；
10.上街区工地建设项目 58个，复工 8个，复工率 13.8%；
11.巩义市工地建设项目 73个，复工 10个，复工率 13.7%；
12.新密市工地建设项目 58个，复工 7个，复工率 12.1%；
13.郑东新区工地建设项目220个，复工19个，复工率8.6%；
14.中牟县工地建设项目 206个，复工 14个，复工率 6.8%；
15.登封市工地建设项目 44个，复工 2个，复工率 4.5%；
16.航空港区工地建设项目 183个，复工 6个，复工率 3.3%。

四、服务类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排名
截至 2月 14日，全市服务类企业 312549家，已复工

303062家，新增复工5169家，复工率97.0%，比2月13日新增复工
率1.6%。其中：
1.管城区服务类企业数 7315家，复工 7315家，复工率 100%；
2.惠济区服务类企业数 5061家，复工 5061家，复工率 100%；
3.上街区服务类企业数 4178家，复工 4174家，复工率 99.9%；
4.中原区服务类企业数 8739家，复工 8698家，复工率 99.5%；
5.二七区服务类企业数 18445家，复工 18281家，复工率 99.1%；
6.中牟县服务类企业数 16136家，复工 15942家，复工率 98.8%；
7.郑东新区服务类企业数38756家，复工38125家，复工率98.4%；
8.登封市服务类企业数 45048家，复工 44126家，复工率 98.0%；
9.新密市服务类企业数 11801家，复工 11511家，复工率 97.5%；
10.荥阳市服务类企业数 17644家，复工 17144家，复工率 97.2%；
11.经开区服务类企业数 46700家，复工 45159家，复工率 96.7%；
12.巩义市服务类企业数 6862家，复工 6623家，复工率 96.5%；
13.金水区服务类企业数 15071家，复工 14419家，复工率 95.7%；
14.新郑市服务类企业数 43000家，复工 40906家，复工率 95.1%；
15.航空港区服务类企业数24280家，复工22370家，复工率92.1%；
16.高新区服务类企业数 3513家，复工 3208家，复工率 91.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2月14日

郑 州 市 复 工 复 产 情 况 排 名

本报讯（记者 张倩）1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举办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1年，全省交通运输部门
新改建农村公路7356公里，新增9000个自然村通硬
化路，圆满实现全省 17.9万个 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
化路目标，“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完美收官，“万村通
客车提质工程”成果不断巩固，“四好农村路”创建全
国领先，为打赢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助力乡村
振兴提供了坚实保障。

经过三年接续努力，全省超过 1500万农村群众
出行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交通+民生、+产业、+旅
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今后，河南将以全面建成便
捷高效的农村骨干路网和普惠公平的农村基础路网
为目标，加快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农村公路新
发展格局，助力乡村振兴和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下一步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全面提升路网服务质量效率。重点推进农村骨

干路网升级改造，推动乡镇对外公路实施三级及以上
公路建设，实施过村镇路段、“畅返不畅”专项整治，有
序推进农村公路向入户倾斜。“十四五”时期，计划完成
农村公路投资500亿元，新改建里程约5万公里，实施
安防工程1.1万公里，改造危桥4000余座。

推进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加强县乡村
三级养护机构设置和养护能力建设，督促指导县级
政府加快构建“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群众参与、齐抓
共管”的农村公路路域综合治理体系。

全力推动城乡客货邮均等化发展。统筹城市公
交和农村客运一体化发展，引导各地有序推进城市公
交向周边重点乡镇延伸，积极探索“城乡客运+货运+
邮政快递”的客货邮发展模式，推动“农村物流+邮政
快递、电子商务、特色产业”等深度融合，满足农村群众
多样化、均等化需求。

持续提升“四好农村路”创建品质。扎实推进
“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工作，建立涵盖农村公路建
设、养护、管理、运营和资金等全过程全要素考核评
价指标体系，推进美丽农村路创建，引领带动农村人
居环境提质增效，打造交通强国“四好农村路”试点
建设的“河南模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2月 14日，记者从
河南省“实事惠民生 聚力谋出彩”系列新闻发布会获
悉，2021年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投资 18.47亿元持续
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加快提升农村的供电能力和供电
质量，实现了老百姓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电力需先
行。2021年年初，省委、省政府将“推动农村电网提档
升级”列为我省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去年 11月 23日提
前完成。据悉，2021年该项工作共计投资18.47亿元，
建成 10千伏及以下电网项目 3082个，新建改造配电
变压器 5004台、容量 101万千伏安，新建改造 10千伏
及以下线路7503千米。

据了解，2021 年我省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364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7.5%。同时，供电可靠性不断提
高。农网 10千伏线路互联率显著提高，同比增长 17
个百分点，10 千伏线路停运率同比下降 48.88%，有
力保障了群众可靠安全用电，供电服务质量也大幅
度提升。

据了解，为彻底改变我省农网供电能力紧张、发
展长期滞后的局面，自 2015 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纳
入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以来，六年来累计投资超
1000亿元。

目前我省农网实现“六个全覆盖”：110千伏变电
站覆盖所有产业集聚区，35千伏变电站基本覆盖所有
乡镇，动力电覆盖所有自然村，光纤通信覆盖所有站
所，智能电表覆盖所有电力客户，平原地区机井通电全
覆盖，圆满完成了电网脱贫攻坚、重点民生实事、农网
改造“两年攻坚战”、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高标准农
田、黄河滩区迁建等配套电网建设任务，农村电网供电
能力、设备状况及运行水平等主要指标从2015年全国
倒数跃升至平均水平，户均配变容量实现倍增，长期困
扰的用户“低电压”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城乡电网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有力支撑了我省
农网年均10%的用电增长。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实施农村电网六大专项工
程，确保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电需要。持续提
升电网设施防灾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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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场招聘会
虚位以待“职”等您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 郭琦）2月 15日、17日、18日，
这三天郑州将有三场招聘会，为求职者提供服务。

2月 14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郑州农村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
心（郑州市解放路 81号）将以“春风送温暖，就业送真情”为主题，于 2
月 15日举办“闹元宵·送岗位”大型招聘会（8：30~13：00），本次招聘会
求职对象为返乡返岗务工人员、高校应往届毕业生、转岗求职人员、蓝
领技能型人才、退役军人等急需就业群体。目前已有中控电气、中正航
途、中粮（郑州）粮油等 300余家知名企业，提供岗位 31600余个，涵盖
有物流、餐饮、零售、计算机、建筑、运输、汽车、食品、环保、通信等多个
行业，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技术、管理、销售、设计、会计、行政、制造、店
长、厨师、服务员、快递员、焊工、高低压电工等。另外两场招聘会分别
是2月 17日、18日举行的2022年高校毕业生特大型综合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 李娜）力争到
“十四五”末，河南省私募股权、
创投基金总规模突破 3000 亿
元，支持郑州市谋划设立金融小
镇、创投大厦等产业集聚平台
……2月 14日，记者从省政府获
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河
南省促进天使风投创投基金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聚焦 4大
领域提出 16条举措，推动河南
省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激发创新
主体活力。

发展天使风投创投主体
鼓励设立政府母基金。在生

物医药新材料、数字经济两个重点
产业赛道设立省级政府母基金，鼓
励有条件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设
立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支持设立市场化母基金。
省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要强化战略和
规划引领，加大对基金机构的参
股力度，招引更多业绩优秀、项
目储备丰富的天使风投创投机
构来豫。

支持国有企业和产业龙头
企业进军创投行业。引导国有
企业聚焦主责主业设立国有创
投企业，依法合规实施员工持股
和股权跟投，鼓励产业龙头企业
特别是上市公司设立企业风投
公司或创投基金。

争取外商投资股权投资试

点。研究出台试点政策，依托自
贸区发展跨境投融资，吸引境外
投资人和境外资金参与设立市
场化母基金。

推动资本与实体经济融合
实 施“ 基 金 入 豫 ”专 项 行

动。组织开展“投资机构看河
南”系列活动，建立优秀天使风
投创投机构与各类私募股权基
金管理机构名单推荐机制，力争
5年内吸引100家国内外优秀投
资机构落户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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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一批“准独角兽”“独角
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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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良好市场环境
建设天使风投创投机构集

聚发展平台载体。支持郑州市
谋划设立金融小镇、创投大厦等
产业集聚平台，支持洛阳市等有
条件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加
快谋划天使风投创投基金集聚
区，促进与天使风投创投发展高
度相关的法律、会计、资产评估、
咨询培训等中介机构集聚发展。

推动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

创新。支持法人商业银行申请
基金托管人资质，开发股债联动
信贷产品，打造与股权融资联动
的债权融资产品体系。

提供优质政府服务。以授

权方式将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

投资备案管理权限下放至郑

州、洛阳市，确保天使风投创投

机构应享尽享各项优惠政策。

优化股权投资领域信用环

境。建立健全天使、创业、产业

投资等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及其

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实施分级管

理，开展联合奖惩。

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

举办各类论坛、峰会和路演活

动，促进投融资合作交流。

出台多项扶持政策
出台扶持政策。支持郑州

市对标其他国家中心城市和省
会城市出台更有竞争力的政策，
吸引天使风投创投机构落户。

集聚优秀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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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实行地方经济贡献奖励、住房
补贴、子女入学等人才政策。

打造特色园区。鼓励各地
建设资本招商园区，引导科技金
融融合试点城市建设科技金融
示范基地。

一台手术修心又换肺
郑大一附院完成河南首例

本报讯（记者 王红）2 月 14 日，记者从郑大一附院获悉，经过近
12 小时的手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肺联合移植团队为一
患者顺利实施双肺移植和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修补术。这也
是全省首例“修心换肺”手术。

据介绍，这位 21岁的患者来自山西，她从小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
病，由于家庭原因错过了手术机会。近年来，随着患者年龄增长，她
的病情逐渐恶化，出现了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继发性重度肺动脉高
压和艾森曼格综合征。在辗转求医的过程中，各大医院多诊断病人
已经到了终末期，只有心肺联合移植才能救命。

2021 年年底，患者入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肺移植外科，经
过三次院内大会诊，最终确定这位患者可以实施先天性心脏病室间
隔缺损修补术加双肺移植手术。2月 11日，患者在体外循环和 EC-
MO 双重支持下，郑大一附院心、肺联合移植团队的张新教授和赵
高峰教授联合完成了患者双肺移植和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修补
术。这一高难度手术历经 12个小时，顺利结束。目前，患者入住外
科 ICU病房，病情稳定，术后康复中。

据介绍，此例“修心换肺”手术的成功开展，为先天性心脏病导致
的艾森曼格综合征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可行的外科治疗措施。

河南出台“16条”促进天使风投创投基金高质量发展

支持郑州谋划设立金融小镇
创投大厦等产业集聚平台

将创投备案管理权限下放至郑州洛阳

时速385公里！就问你快不快！

济郑高铁濮郑段
跑出试验最高速

2月13日13时08分，55459次综合检测车犹如一道“银色闪电”
划过中原大地，在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逐级提速期间跑出了时速
385公里的最高速，顺利完成联调联试阶段性任务。济郑高铁作为河
南“米”字形高铁网的“最后一笔”，已进入开通倒计时。开通后，将成
为中原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联系的快速客运通道。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张波 摄影报道

（上接一版）更让老韩意外
的是，医护人员还带来了家人的
新春祝福视频。“记得吃顿饺子
啊！一家人好好的，咱老百姓就
图个平平安安。”家人的牵挂之
情，隔着视频也能感受到。

原来，为了让像老韩一样不
能回家团聚的患者过个舒心年，
医院发起了“点亮微心愿，异乡
过年也温暖”活动——“除夕夜，
让每个患者都不孤单”。

“过完年再回！先在城里开
个小卖部，多陪陪家人。女儿大
学毕业上了班，一切都会越来越
好的！”看着医护人员们的笑脸，
老韩心里渐渐豁亮了。

夜空灿烂，万家灯火明。弥
漫在医院的这股暖意，也笼罩着
整个郑州。

面对反复起伏的疫情，一头
是严密防控，一头是万家团圆，
哪个都不能轻视。为此，郑州提
倡“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

“就地过年”怎么过？郑州
直面群众现实关切，用心用情做
好各项保障。

“大到春节的市场供应、交
通出行、商业娱乐，小到一日三
餐、衣食住行，都要提供更多备
选、替代方案，鼓励各单位结合
实际，采取发放过年大礼包、安
排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做到就
地过年，暖在身边。”河南省委常
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说。

有速度，更有精度和温度
1 月 7日，郑州开展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6小时、6398个
核酸检测点、近 1260 万人……
平均每小时 210 万人，每分钟
3.5 万人，每秒钟 583 人。争分
夺秒的速度，每快一秒，便多一
份安心！

在“郑州速度”的背后，是“城

市温度”。面对病患需求，郑州医
护人员坚定回应：“一直都在！”听
者无不暖心，瞬间“破防”。

1 月 10 日 12 点多，正在核
酸检测点执勤的陇海社区副主
任杨景红手机响了。

“家有孕妇，身体不适，急需
转诊……”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
声音：郑州管控区内的待产孕妇
刘女士突发异常，紧急求援。

“时间就是生命!”接到这个
编号为 3261的求助电子交办单
后，“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
立即安排社控部对接急救车辆
和医院，开辟孕妇产检和生产的

“绿色通道”!
“救护车进来了！”“病区做

好接收病人准备！”医护人员身
着防护服，一切就绪。

“路上只用了 15分钟，到医
院前，已经把各种手续都办好
了。”刘女士的家属感激不已。

为确保封控区居民吃穿不
愁、生活无忧，郑州市提供精准
保供服务，开通 24小时服务热
线，对所有来电详细了解，第一
时间进行处理。

“电话一打，米面到家。”二
七区市民王荣说，上午 10点之
前联系，当天就可以送到家，“价
格还是市场价”。

24 小时全天候响应的“郑

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让群众

焦心的“找谁办”“怎么办”，变成

了有呼必有应的“别担心”“正在

办”。“服务更走心，群众才会更

暖心。”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吕挺琳说。

开学开课、复工复产，目前，郑

州市持续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开始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疫情的阴霾正在消散，春天

悄然走来。

郑州“一直都在”，让百姓安心更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