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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发力国家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建设
将实施“十大工程”力争“十四五”期间主要金融指标跻身全国前十

（上接一版）促消费——鼓励各地加大消
费券特别是非刚需领域消费券发放力度，重点
用于汽车、家电、零售、餐饮、文化旅游、住宿、
体育等领域消费，支持相关企业、商家以发放
优惠券、补贴、打折等方式联动促销，省财政对
各地实际核销的2022年 1~6月消费券等促消
费补贴财政资金按20%比例给予奖补。开展
发票抽奖活动，科学制定奖励办法，根据消费
者个人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金额定期组织抽奖，活动期限至 2022
年12月31日。

持续创新增强消费发展动能
消费品供需对接方面，做好郑州城市群

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加快郑州
铁路口岸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建设，大力发展

汽车后市场，落实购置税减免政策。
健康体育消费方面，我省要落实国家有

关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低
收费价格一般不高于当地市场价格的70%。

文化旅游消费方面，《方案》提出，要提升
郑汴洛串联“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 10
条黄金文旅线路，推出“醉美·夜郑州”“古都
夜八点·相约洛阳城”“夜开封·欢乐宋”等消
费品牌。

绿色消费方面，《方案》明确，省、市级党
政机关每年新增、更新公务用车新能源汽车
占比不低于 50%，2025年 80%的县级及以上
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

支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方案》提出，要着力打造消费市场新

地标，支持郑州、洛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高地。
支持郑州、开封、洛阳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试点）城市建设，打造郑汴洛国际
文化旅游之都，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县（市、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
建设，积极争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

消费品流通体系方面，依托郑州等国
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合理规划布局商品
集散中心、综合物流园区、物流配送中心等
流通节点，培育 30 家左右全国领军型物流
企业，争创国家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推
进郑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支持
洛阳、新乡、商丘、漯河等地争创国家骨干
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建设省级骨干冷链物

流基地，深入开展国家农产品产地仓储冷
链设施建设试点工作，大力推广标准化冷
藏车。

培育一批夜间演艺精品、24 小时“不打
烊”店——《方案》明确，我省要引导主要商
圈和特色商业街与文化、旅游休闲等紧密结
合，延长营业时间，培育一批夜间演艺精品、
24小时“不打烊”店，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和文
旅消费集聚区。放宽户外促销活动限制，支
持在划定区域和固定时段有序开展外摆经
营活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设置临时性早
市、夜市等生活性消费市场，允许各地使用
具备条件的政府储备土地、空闲地开办临时
便民市场。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方案》提出，我省要

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到

2025 年，全省持证人员总量达到 3000 万

人。强化创业带动就业支持政策，加大返乡

下乡创业支持力度，对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实

施财政全额贴息，除中央补助外，由省与市、

县级按照1∶1比例分担。

硬举措释放潜力 燃旺消费“烟火气”
支持郑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高地

本报讯（记 者
成燕 文/图）想变聪
明的稻草人、想要一
颗心脏的铁皮人、想
增强勇气和胆量的
小狮子……这些经
典童话中的人物你
还记得吗？昨日，世
界经典儿童音乐剧
《绿野仙踪》在郑州
大剧院精彩上演，吸
引众多市民带着孩
子前来欣赏。

据了解，《绿野
仙踪》是一部深受全
世界小朋友喜爱的
世界经典剧目，郑州
大剧院负责人表示，
为吸引更多市民走
进剧院观看演出，该
剧院专门推出儿童
剧惠民演出票，市民
可通过关注郑州大
剧院公众号等获取
相关信息。

高新区公交
线路有调整

本报讯（记者张倩）昨日，记者从郑州公交第一运
营分公司了解到，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高新区部分区域
调整为防外溢临时管控区。郑州公交第一运营公司对
高新区部分线路进行运行调整，具体方案如下。

截至目前，第一运营公司涉及封控区域影响线
路14条，其中：

暂停运线路3条：S116路、Y18路、182路。
绕行线路 3条：S151 路、45 路、B12 路。S151

路首末站不变，绕行雪松路莲花街—长椿路金菊街
接原线，途经长椿路、莲花街，雪松路莲花街—科学
大道长椿路上下行跳站。45路首末站不变，分两段
第一段上下行雪松路封路，绕行莲花街，第二段信息
工程大学—科学大道石佛村绕行。B12路首末站不
变，绕行冬青街、长椿路、化工路接原线。

区间线路 6条：31路、B27路、S150路、279路、
D108 路、B67 路。 31 路碧沙岗—雕塑公园（区
间）。B27 路金柏路公交站—长椿路站（区间）。
S150 路河南工业大学站地铁 G 口—枫林路青杨
街—河南工业大学站地铁G口（调整为区间环线地
铁摆渡车）。279路金柏路公交站—长椿路梧桐街
（区间）。D108路桃花源社区—莲花街长椿路（区
间）。B67路金柏路公交站—郑大南门（区间）从长
椿路、玉兰街、腊梅路调头回去。

跳站线路2条：B35路、271路。271路首末站不
变，石楠路公交站—莲花街长椿路跳站。B35路首末
站不变，科学大道瑞达路至科学大道石佛村跳站。

此方案 7月 16日起开始执行，郑州公交第一运
营公司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适时予以调整。

六旬老人无惧无畏
负伤忍痛勇斗窃贼

日前，2022年度“河南好人榜”发布，郑州一名普通
退休职工刘国彦入选。这位63岁的老人，以英勇无畏的
实际行动为市民做出表率。

据了解，去年 8月 14日清晨，刘国彦像往常一样外
出锻炼。当他走到农业路与花园路交叉口附近时，看到
一个戴着帽子的人鬼鬼祟祟地在撬电动车上的电瓶，旁
边还停放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上装着满满一车电瓶。
刘国彦见状冲上前大声质问：“你在干什么？”对方听到呵
斥，先是一惊，看四处并无其他人就拿起手里的扳子，狠
狠地向刘国彦砸了过去。

刘国彦还没来得及反应，头部瞬间血流不止，瘫倒在
地上。窃贼见势，骑上电动车就跑，刘国彦顾不得疼痛和
眩晕，强撑着爬起来追。窃贼见状，就将车直接冲向刘国
彦……此时的刘国彦，似乎忘却了疼痛，心中只有一个念
头支撑着他：要制服这个暴徒，不能让他得逞！刘国彦拼
尽全力爬上电动三轮车，同窃贼继续搏斗，窃贼见他难以
摆脱，顺手拿起车上的电瓶，再次砸向刘国彦。刘国彦奋
力躲开，顺势甩开窃贼的手将其抓住，并用嘴将其死死咬
住不放。

窃贼被刘国彦锲而不舍的劲头吓着了，弃车而逃。刘
国彦见状急忙跳车，窃贼趁机逃跑。此时有路人经过，刘
国彦大喊：“抓小偷！快抓小偷！”两个路人看到刘国彦失
血过多，伤势严重，立刻拨打110。警察赶到后，刘国彦将
窃贼偷盗来的电动三轮车和车上全部电瓶交给警方。

刘国彦不顾个人安危，充满正义的行为，不但为失主
挽回了损失，也有效遏制了该辖区偷盗事件的发生。有
人问他，和窃贼搏斗的时候怕不怕？刘国彦说：“怕，但是
真正去做的时候就忘记了害怕，只想着不让坏人得逞！”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上接一版）设立“自贸区金融创新奖”，
对经管理部门认定的全国首单、全省首单金
融创新，分别给予最高 100万元和 50万元创
新补贴。

实施基金入郑工程，通过市场主体培
育、政策引导、营商环境优化等一系列举
措，扩大创业投资规模，推动我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力争到 2025 年，注册设立基
金公司达到 400家左右。

支持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引进一批投资
规模大、影响力强的国内外知名创投机构，支
持郑东新区、高新区、金水区对创业投资企业
在创业孵化器、创业园区等进行集中注册，推
动集聚发展。推进双向开放试点，鼓励开展
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支持境外资金在我
市设立创业投资企业，推动合格境外有限合
伙人（QFLP）试点业务，探索合格境内有限合
伙人（QDLP）试点业务。

实施险资入郑工程，争取保险资金在郑
州扩大投资规模，构建政府与保险机构之间
的资金运用对接机制，完善增信模式，大力推
广“政银保”合作的融资体系。鼓励保险资金
通过协议存款、大额存单、债券、股票、不动
产、资管产品、股权直投及支农融资等多种形
式投资郑州。

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跨周期资产配置和长
周期价值防御的优势，争取到 2025年，保险
资金投资郑州规模明显提升，保险资金运用
能力进一步增强。

实施郑商所优势再造工程，以服务实体
经济为宗旨，完善区域期货业生态，努力把郑
商所打造为国际一流的衍生品交易所和大宗
商品定价中心。

支持郑商所更好发挥龙头作用，推动更
多期货期权品种上市，对新品种上市过程给
予及时协调，为品种调研论证等活动提供便
利。建设高标准基础设施、应急保障和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加快郑商所国际化进程，办
好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支持用好现有
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合作举办机制，持
续聚焦期货市场国际化和对外开放，探讨交
易所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和经验，持续推动“郑
州价格”走向世界。

实施绿色金融工程，支持金融机构在郑
州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业务中心）或绿色金
融专营分支机构，支持设立主要服务绿色产
业发展的融资租赁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支
持金融机构绿色转型。鼓励研究机构和高校
在郑设立绿色金融研究机构，推进绿色金融
政产学研深度融合。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

升绿色信贷规模和占比，设立绿色低碳产业
投资基金，加大对新能源、节能减排、低碳金
融、绿色产业等领域投资规模。

争取到2025年，郑州市绿色信贷占比显著
提高，绿色贷款增速高于全市贷款增速，绿色金
融产品更加多元化，绿色金融组织机构体系进
一步完善，金融对绿色产业支撑更加有力。

实施上市企业培育工程，启动上市企业
培育倍增计划，建立梯次培育体系，完善上市
培育机制，营造良好上市环境，力争到 2025
年 A 股上市公司达到 60家。对企业上市分
阶段实施奖励，合计奖补最高 1000万元；对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的，
给予100万元奖补。

实施普惠金融精准滴灌工程，加大金融
机构普惠的广度和力度，持续建设和完善政
府性担保体系，支持政府性担保机构滴灌小
微“三农”，建立和完善针对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的多元化风险缓释、补偿资金池和融资担
保增信机制，着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力争到 2025年底，全市政府性融
资担保业务规模达到 450亿元以上，较“十三
五”末增长 117％，服务企业数量居全省前
列，支农支小平均担保费率保持在1％以下。

实施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工程，鼓励银行

业机构推出“新市民贷”专属信贷产品，将新市
民纳入创业担保贷款扶持范围；聚焦建筑工人、
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职业风险较为突出的
新市民群体，充分考虑其职业特点，推出特色保
险产品；支持银行业机构合理确定新市民首套
住房按揭贷款的标准，畅通新市民住房公积金
使用渠道；完善新市民医疗保险保障，推动商业
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

满足新市民在创业就业、安居、养老、医
疗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提高新市民金融
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

实施中小法人机构提档升级工程，聚焦郑
州市中小法人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提升和风险
化解，深化中小法人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
全面提升中小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促进我市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落实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计划，通过
加快发展战略重点转型，突出本地特色，更好
地服务我市实体经济。大力发展政策性科创
金融业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造精细管理
品牌银行，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建设长期稳健
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体系。组建以市为单位
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力争 2022年 9月
底前完成批筹工作，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系统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
考察组一行来郑考察

（上接一版）中岳嵩山及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等人文自然景观名扬海内外。

考察组对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认为郑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丰富，
这也是郑州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事业的潜力和优势所在。
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习交流，
借鉴郑州经验和做法，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充分发挥
文物资源特性和优势，让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得到充分彰
显，更好守护自然珍宝、擦亮文化瑰宝，共同推进两地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议政
推进“设计郑州”建设

（上接一版）杜新军提出，“设计郑州”是关于我市高质
量发展的全新概念，是富有前瞻性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
项涉及多领域的系统工程。要进一步把准“设计郑州”建
设的战略考量，明确“设计郑州”建设的着力重点，彰显“设
计郑州”建设的政协作为，继续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格局，在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设计郑州”建设贡献智慧和力
量。在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要有坐不住、等不得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三标”意识，统筹考虑工作任务和
疫情防控，树牢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加紧推进工作，
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市领导开展专题调研

把责任压细到岗压实到人
夯实夯牢防汛备汛安全防线
（上接一版）高义指出，沿黄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黄河

防汛工作，河务部门要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备足抢险
料物，加强巡查值守，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抢早抢小，要把
责任压细到岗压实到人，夯实夯牢防汛备汛的安全防线。

市领导到管城区调研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灾措施
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上接一版）创新服务模式，改善发展环境，塑造园区形象
名片，提升招商引资层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进驻园
区；要强化跟踪督查，积极做好要素保障服务，确保在建
项目有力有序高效推进。

儿童音乐剧《绿野仙踪》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