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娜）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给予1000万元配套奖励，对国家科学技
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第一完成单位分别给予 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参与完成单
位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配套奖励。这份“科技大礼包”，你觉得咋样？3月 28日，
记者从郑州市科技局获悉，《郑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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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时代时代新新征程征程新新伟业伟业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推出更多优秀作品
——省会文化艺术界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四类情况“真金白银”奖励
根据《细则（征求意见稿）》，我市将对

四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给予奖励：

围绕我市优势产业领域、新兴产业

领域、未来产业领域，加强前瞻布局，加

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迭代应用，推动

产生一批标志性重大成果。对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给予1000万元配套

奖励，对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第一完成单位分别给予 500

万元、300 万元、100 万元，参与完成单

位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

配套奖励。

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转移转化科技成

果，进行技术合同登记，依据上年度登记

技术合同成交额，对年度累计登记额分

别为 500万元（含）~5000万元、5000万

元（含）~1亿元、1亿元（含）~10 亿元、

10亿元（含）及以上的，按实际到款且不
超过核定技术交易金额最高 1%的比
例，分别给予最高 10万元、20万元、30
万元、50万元补助。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设立技术
转移机构或部门，支持企业独立创办或
与其他社会力量联合兴办综合类技术转
移机构。对获批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补助。

加强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建设，支持
其提供专业化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
务，对事业类、社会化登记服务机构，按
上年度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0.5‱对
其依托单位给予最高20万元补助。

列入失信名单一票否决
《细则（征求意见稿）》提出，对违反

规定，在申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补助资
金中，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资金的单位及

工作人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同时，对被列入郑州市科技计划失

信名单或河南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
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报单位实行“一票
否决”。

4月26日前公开征意见
如您对此征求意见稿有意见建议，

可以在 4月 26日之前通过以下途径和
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1.电子邮箱：kjjcgc@126.com。
2.邮寄地址：郑州市工人路 13号郑

州市科技局 210室，邮编 450006,信封
上注明“《郑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字样。

3. 电 话 ：郑 州 市 科 技 局 成 果 处
0371-67180459。

反馈意见请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
职务、联系电话等信息。

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连日来，省
会文化艺术界人士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大家纷纷表示，未来，更多的文艺创
作实践将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
中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扎根
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专业精神、
创新意识和当代视角，创作出越来越多的反
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高质量优秀作品。

河南省戏剧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中国剧协副主
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河南豫剧院名誉院长
李树建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省戏剧
工作者将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全国
两会精神实质内涵，并融化到思想里、落实
到行动上、体现在作品中，要立足本职、守正
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用心、用情创作
出更多让人民满意的优秀作品。省戏剧家
协会也将进一步优化河南戏剧生态，夯实河
南戏剧发展基础，为谱写新时代河南戏剧更
加出彩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国两会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美术界的重要政治任
务。”省文联副主席、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杰
说，当下，全省美术界正在努力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
务，勇毅笃学，奋发作为，强力推进“文化强
省”建设。今年，该协会将深入推进全国两会
精神往深里走、心里走、实里走，带领美术家
通过手中的画笔去反映、再现、讴歌当地的变
化与发展。以展览和活动为抓手，促进精品

创作、用美术作品讲好河南故事、黄河故事，
用跨省交流推动河南美术创作水平提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站
向社会免费开放，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接受
记者采访时，郑州图书馆馆长李红岩兴奋地
说，公共图书馆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对
于图书馆人来说既是鼓舞，更是鞭策。长
期以来，该馆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塑造阅读
品牌、提升服务效能、丰富资源供给，扎实
推进全民阅读和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她表示，下一步，该馆党员干部将把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全国两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
实把学习成果融入图书馆各项事业发展中
来，着力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文旅文创融合、
再造最美阅读空间、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

郑州美术馆馆长罗鸣说，作为服务大众
的公共文化服务场馆，以建设全国一流美术
馆为目标，以弘扬先进文化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己任，围绕“一山一河”主题，该馆
将为群众策划更多高质量的展览、高水准的
学术研讨、高引力的美育活动，完善本土特色
藏品体系，创作有深度有温度的黄河主题艺
术作品，做好自主品牌“大河意象·黄河文化
美学研究”系列活动的创研与展示，进一步
擦亮郑州美术馆品牌形象。围绕塑造“行走
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品牌，该馆将梳理中原
古代石刻拓片藏品，开展藏品的活化研究和
对外交流，带着黄河故事、郑州故事、中原故

事“走”出去，为“书画郑州”“文艺郑州”和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文化建设贡献美术
馆力量。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自觉肩负起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做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郑州歌
舞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孙书杰说，该剧院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
先后创作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精忠
报国》和舞蹈《我们在黄河岸边》《从军行》
《唐宫夜宴》等一批在全国叫得响、传得开、
留得住的精品佳作。这些优秀的舞蹈作品
均根植于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沃土，用创新
表达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
广大观众喜爱。他表示，该剧院党员干部职
工将认真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立足中原，着
力挖掘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
多的文艺精品，为郑州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宏伟蓝图鼓舞人心，时代号角催人奋
进。作为一名文化行业从业者，我深感责任
重大，同时又充满干劲。”河南华冠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市旅游协会文创分会会长
梁兴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河
南华冠文化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用文化搭
台，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开发、文
旅文创融合、城市品牌形象提升、乡村振兴、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向，通过形象化、
品牌化、内容化、文创化、场景化和数字化模
式，打造丰富多元创新性的文化场景，推出

满足新时代消费需求的文创产品，开发沉浸
式数字化体验场景，助力郑州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郑州曲艺人要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全国两
会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喷
空”创始人陈红旭告诉记者，该协会已组织
全体会员认真学习全国两会精神，郑州曲艺
人将从报告中领会精神实质，从生活中寻找
题材，发挥曲艺“反映生活快、擅唱正气歌、
轻便多灵活、轻松又幽默”的艺术特点，多出
新人新作，唱响主旋律、讴歌新时代。

“作为郑州市非遗传承人、技能大师，我
将带领团队持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非
遗制香技艺，推出更多反映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的非遗文创产品。”市传统线香制作技艺
非遗项目传承人、河南启沃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彦妍说，目前，该公司已推出 7
款非遗文创香品，特别是“香气密码”盲盒实
现线上线下销售排名前茅。其推出的“非
遗＋读懂河南”文创香品获得河南省民间艺
术大赛一等奖，“欣豫小象”盲盒获得郑州市
文创大赛三等奖，“非遗＋图书馆”专项线上
香文化讲座观众超过 10万人次。她表示，
下一步，将带领团队继续秉承“讲好中国故
事，传承中华文化”理念，做好非遗传承工
作，推动郑州文旅文创高质量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成燕 秦华

社保“掌上办”让咱更方便

单位社保信息可以
随时随地查询打印

本报讯（记者 李娜）“真是太方便了，手机上就能查询
到自己企业的社保信息，还可以下载打印。”一家小微企业
的法人高兴地说。3月 28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郑州
市社保中心在“郑好办”APP平台上线参保信息查询、参保
证明打印、基本信息查询、欠费信息查询等 4个单位事项，
企业法人或劳资专员通过手机就能实时查询。如需留存纸
质的参保证明，还可以在线下载、自助打印。

据了解，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市场主体的
“店小二”，郑州市社保中心聚焦企业办理社保业务的堵
点难点，在全省率先完成“商事登记一件事”，实现社保开
户、员工参保与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税务登记、发票申
领、银行开户、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企业开办关联业务掌上
联办。近期，郑州市社保中心聚焦企业办理高频的 4个社
保事项，在前期上线 33项个人事项的基础上，实现单位社
保信息随时随地可查询可打印，扩大了社保服务不见面
办、掌上可办的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办理社保业务的
便利度和满意度。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郑州市社保中心将继续围绕参
保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社保服务场景，充分利用系统互联互
通和政务数据共享，打造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集成办理、
场景式服务，全方位提升经办服务效率和水平，构建起更加
智能、便捷、高效、贴心的社保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文/图）昨日，“水投 1号”双铰接
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在中铁装备郑州基地下线，该设备
将应用在河南省前坪灌区北干管汝阳供水工程项目施工二
标段，推动河南水利工程隧道施工向智能机械化掘进机工
法快速转变。

据中铁装备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南省前坪灌区北
干管汝阳供水工程项目施工二标段，其1#隧洞采用盾构施
工法开挖隧洞，掘进区间约 5.18千米，设备将下穿最大埋
深100米，主要穿越泥岩、砾岩、灰岩等硬岩地层，穿越8个
地质交界面、7个断层带、5条道路、2条河流、2个竖井和
2.48千米的岩溶地质区，其地质十分复杂，施工难度极大。

此次中铁装备为其量身打造的“水投1号”小直径复合
式土压平衡盾构机，开挖直径 3.86米，总长度 155米，整机
总重约 320吨，针对复杂地质条件为其搭载了小刀间距复
合刀盘、刀具磨损带压实时检测等创新技术，将有效解决破
岩、轴承偏载、穿越风险源、长距离掘进磨损寿命等难题，为
隧道安全高效施工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河南水投集团作为我省涵盖水利产业“勘
测、设计、投资、施工、运营”全链条的省级水务集团，始终坚
持科技创新、敢为人先、科技治水，为我省乃至全国经济发
展、水利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水投1号”盾构机的投入使
用，将极大提高我省水利工程隧道施工机械化、智能化、信
息化水平。

作为中国隧道掘进机行业的领军企业，中铁装备集团
凭借雄厚的研发制造实力和丰富的隧道施工经验，不断通
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解决水利开发施工难题，成功研制
了吉林引松工程“永吉号”，安阳西部调水工程“红旗渠号”，
滇中引水工程“云岭号”“弘毅号”等一批性能优异的掘进利
器，并创造了多项国内之最、世界第一，为我国水利资源开
发提供了安全、优质、高效的综合解决方案。

凝聚“半边天”智慧力量

今年再推一批“巧媳妇”
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记者从郑州市
妇联十六届六次执委会议了解到，今年，郑州市妇联将
深化“三大系列行动”，通过强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团
结妇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做实联系服务妇女工作等，引导凝聚全市广大妇女
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市妇联将以“巾帼建新功”系列行动团结引领广大
妇女主动扛重任、展作为、开新局。实施“巾帼就业创
业促进行动”，推进“巾帼引航计划”，认定一批郑州市

“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推进“巾帼护航计
划”，开展女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持续深化“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巧媳妇培训工作，年内培训 4900人次，
分别新增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1700人、800人；持续
开展“春风行动”，推进家政提质扩容，组织开展巾帼家
政服务下乡进村、“美丽工坊”创建等活动，助力女性实
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培育郑州市“兴粮节
粮”巧媳妇，宣树郑州市“乡村出彩”巧媳妇；持续深化

“美丽河南，我是行动者”实践活动，举办“美丽庭院”讲
习所、风采展、擂台赛等活动，试点开展“美丽庭院”志
愿服务积分兑换活动，全年新增“美丽庭院”达标户不
少于2万户。

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市妇联将以“家家幸福安
康工程”推动培育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大力开展

“‘郑’在美好·最美家庭季季推”活动，全年推荐全国、
省级最美家庭和五好家庭 33户，寻找市级最美家庭
250户，县、乡、村三级最美家庭 1.5万户；在城乡社区
普遍设立最美家庭光荣榜。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郑州加大奖补支持力度

相关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河南水利建设添利器

量身版智能盾构机
“水投1号”在郑下线

四类情况“真金白银”奖励
根据《细则（征求意见稿）》，我市将对

四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给予奖励：

围绕我市优势产业领域、新兴产业

领域、未来产业领域，加强前瞻布局，加

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迭代应用，推动

产生一批标志性重大成果。对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给予1000万元配套

奖励，对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第一完成单位分别给予 500

万元、300 万元、100 万元，参与完成单

位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

配套奖励。

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转移转化科技成

果，进行技术合同登记，依据上年度登记

技术合同成交额，对年度累计登记额分

别为 500万元（含）~5000万元、5000万

元（含）~1亿元、1亿元（含）~10 亿元、

10亿元（含）及以上的，按实际到款且不
超过核定技术交易金额最高 1%的比
例，分别给予最高 10万元、20万元、30
万元、50万元补助。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设立技术
转移机构或部门，支持企业独立创办或
与其他社会力量联合兴办综合类技术转
移机构。对获批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补助。

加强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建设，支持
其提供专业化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
务，对事业类、社会化登记服务机构，按
上年度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0.5‱对
其依托单位给予最高20万元补助。

列入失信名单一票否决
《细则（征求意见稿）》提出，对违反

规定，在申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补助资
金中，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资金的单位及

工作人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同时，对被列入郑州市科技计划失

信名单或河南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
信联合惩戒名单的申报单位实行“一票
否决”。

4月26日前公开征意见
如您对此征求意见稿有意见建议，

可以在 4月 26日之前通过以下途径和
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1.电子邮箱：kjjcgc@126.com。
2.邮寄地址：郑州市工人路 13号郑

州市科技局 210室，邮编 450006,信封
上注明“《郑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字样。

3. 电 话 ：郑 州 市 科 技 局 成 果 处
0371-67180459。

反馈意见请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
职务、联系电话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