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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道领跑，集中资源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
施。实施“1”个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超
过 60个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达到 1200亿元，
有力夯实我市创新发展基础。

开展创新基础设施专项工程，围绕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构建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前
沿引领，以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有序布局为
核心、以科教基础设施协同创新能力提升为保
障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国家区域创
新中心。

“十四五”末，中原科技城建设成效显著，
力争将黄河实验室、嵩山实验室打造为国家
实验室，围绕网络安全、农业科学争取新创建
2个大科学装置，谋划筹建 1~2 所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新增 500 个省级创新平台，力争实现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零的突破，推进在新型
智能终端技术、前沿新兴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北斗等重点产业
领域建设技术创新基础设施集群，推动郑州
建设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高地，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奠定基石。
同时，紧抓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建设机遇，坚

持“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推
动信息产业和新产业业态的布局与发展，超前
布局前沿技术，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全力实施新基建绿色低碳行动，加强全市新型
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节能降耗管控力度，鼓励
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等领域广泛采用
节能减排新技术、新设备和新能源，推进新基建
赋能社会各领域节能减排，在促进经济社会绿
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施

全面实施“381”工程
打造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标杆城市

我市出台新基建建设示范区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总投资超60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文
静）“十四五”期间，我市要
全面实施“381”专项工程，
打造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标杆城市，创建国家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示范区。
市政府近日印发《郑州市
新基建建设示范区发展规
划（2021—2025年）》。

《规划》围绕“打造全
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标
杆城市，创建国家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示范区”的总
目标，提出“十四五”期
间，以“三新”建设为方
向，以专项工程和重点项
目建设为牵引，通过实施
3类信息新型基础设施、8
类融合新型基础设施、1
类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
立动态重点项目库，项目
总投资超过 6000 亿元，
其中，新基建建设投资超
过 3000 亿元。围绕信息
基 础 设 施 、融 合 基础设
施、创新基础设施打造我
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体
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建成全国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标杆城市。同
时，前瞻 30 年，瞄准前沿
新兴技术，加强 6G、量子
信息、类人脑人工智能、元
宇宙等未来产业技术的创
新研发与重大设施前瞻
布局，将郑州打造成为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未来技
术产业“新地标”。

直道冲刺，瞄准方向优化提升信息基础
设施。实施“3”个信息基础设施专项工程，
规划超过 70 个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超过
800 亿元。

开展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工程，建立
万物互联的一体化网络，适度超前布局建设数
据基础设施，抢先发展新技术基础设施，全面
支撑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以

加快推进 5G、光纤、卫星互联网、数据中心等
新基建为抓手，将郑州互联网基础设施优势转
化为信息枢纽经济优势，以信息流带动技术
流、资金流、人才流，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推
动郑州建成全国重要的信息通信枢纽和信息
集散中心。

到 2025年，全市 5G基站规模超过 4万个，
5G网络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带宽扩容至 2400G；建成中原城市群数

据基础设施核心区，打造我国中部地区规模最
大、安全等级最高、计算能力最强、数据应用能
力最广泛的数据中心集群；继续提升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引领者地位，
打造国家级 5G融合应用引领区、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基
地，建设1个国家级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8个省市级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5~10个
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

优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

弯道超车，紧抓重点加强建设融合基础设
施。实施“8”个重点领域融合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工程，规划超过 120个重点项目，项目总
投资超过 4000亿元，成为“十四五”期间郑州经
济社会发展主引擎。

开展八大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工程，加
大通用平台建设，推进数据集中共享，统筹谋
划、共商共建共享，围绕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
智慧仓储物流、智慧能源等特色产业，加快推动

发展新型经济性基础设施；围绕城市管理、智慧
黄河、生活设施、数字乡村，全面推进建设新型
社会性基础设施，在全国率先形成适应数字经
济和智慧社会发展的融合基础设施体系。

谋划1个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双跨”工业互
联网平台，孵化10个左右行业级、区域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积极创建国家车联网先导区，努力争取
国家交通、物流等大数据中心落地，全面提升对郑
州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全面推进智

慧城市管理、智慧黄河、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数字
乡村等社会性新型基础设施，建成城市大脑三期，
部署建设40个加氢充电综合站，遴选30个智慧学
校试点示范，开展 10个特色农业互联网小镇试
点，培育10个市级数字乡村特色小镇，推动实现
数据有序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教育医疗资源在不
同主体共用、城乡间共享，建成全省生活性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引领者，以智慧为引领的黄河生态
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

重点加强融合基础设施

河南省医院管理研究院
落 户 郑 大 一 附 院
本报讯（记者 王红 通讯员 付航）记者昨日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获悉，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复同意，我省依托郑大一附院
成立河南省医院管理研究院。

河南省医院管理研究院成立后，将围绕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
量发展时代命题，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有效整合政、产、学、研、
用等多方优势资源，以高质量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立足河
南、面向全国、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医院管理研究平台和创新高
地。同时，研究院将依托郑大一附院丰富的医疗资源和管理实践，
积极开展卫生健康政策、现代医院管理、卫生技术评估等领域的高
质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各级党委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
疗卫生机构提供政策建议和循证决策参考。

据介绍，今后，河南省医院管理研究院将发挥平台优势，着力
培养卫生事业管理与医院管理专业学术型与技术型人才，并向社
会提供医院管理咨询、培训、学术交流与技术支持等服务。研究制
定成果转化相关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准、规范和实施路径，积极推进
先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娜）4月 7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民政

厅发布《关于开展2022年度第一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的公
告》，我省2022年度第一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启动。

根据《公告》，我省持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颁
发的2019年、2020年及 2021年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合格证明的
人员可参加评审。结合我省实际，本次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
委托全国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代为评审。

据悉，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工作按照个人申请、单位推荐、资
格审核、专家评审、评审结果公示及证书发放的程序进行。申请人
应在 4月 11日前（逾期不再受理）登录全国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
申请平台进行注册，根据系统指引提交相关材料。申请人在 4月
15日前登录申请平台查询审核结果。

郑州市残疾人电商
直播培训基地揭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蕾 通讯员 徐子杭）郑州残疾人想
学电商直播？来这里。4月 7日上午，郑州市短视频电商直播行业
协会与郑州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签订“助残直播帮扶协议”，决
定联合建立“郑州市残疾人电商直播培训基地”，并在郑州市残疾
人康复教育中心二楼多功能厅举行揭牌仪式。

“短视频是时代的潮流和趋势，中心残疾人也得紧随时代浪
潮，利用短视频电商直播来共享发展成果。”郑州市残疾人康复教
育中心负责人充满信心地说，希望能够乘着电商直播的东风，为郑
州残疾人群体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