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剖麻雀“寻”路径
让人大监督既重结果更重效果

让项目建设的主动轮，带动经济运行的所有
轮子一起转、加速转，就要把一个个“问题清单”变
为“成果清单”。从调研组“一下到底”，深入项目
一线，多方倾听意见和建议，用心撰写调研报告，
到常委会委员认真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始终牢固
树立“寓支持于监督之中”的理念，坚持客观看待
问题、理性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指出问题，为推动
全市“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蓄势
赋能谋思路、话对策。

经济要发展，项目是支撑，招商就是关键。按
照我市推进计划，要树牢大抓招商、大抓项目鲜明
导向，突出产业链招商、龙头企业招商、股权投资
招商、“飞地招商”等方式，开展好系列区域招商活
动，加快落地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引领性作用的
头部企业、领军企业，力争全年新签约项目签约总
额突破7000亿元以上。

“项目是抓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谋划储备
项目是对接政策、争取资金的基础，也是扩大有
效投资的前提。我认为要加强项目谋划，提升项
目储备质量。”常委会委员郑睿建议，结合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要突出先进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统筹考虑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谋划一批重大项目，提高
项目储备质量。针对民生痛点堵点实施一批产
业项目，形成以产业项目拉动内需、满足社会需
求的良性循环。建立常态化的项目谋划储备机
制，对储备项目进行常态筛选、动态跟踪、滚动储
备，及时更新、调整项目，确保项目储备库数据的
实效性和准确性。

产业链集群往往集聚大量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是各地产业链招商引资关注的重点。具体到
我市，就是要做好一链一策育集群，把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聚焦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坚持一链一策、聚链成群，推动“五链”深度耦合、

“六新”加速突破，加快形成龙头引领、梯队协同、
链群互动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对此，常委会委员蔡军龙谈了自己的看法：
“产业链集群培育要想结硕果，还要加强产业链
精准招商，及时梳理更新产业链图谱，针对产业
链薄弱环节和‘卡脖子’问题，突出延链补链强
链，围绕上汽、超聚变、海康威视等龙头企业引进
上下游关联项目，推动更多产业产品进入中高端、
成为关键环。”

推动“三个一批”项目建设，不是为了场面“热
热闹闹”、数字“漂漂亮亮”，而是要在有序衔接中
及早投产达效。把项目进度放在时间表上量一
量，以倒逼机制推动项目建设蹄疾步稳，经济发展
的这个“牛鼻子”才能牵得更牢。

常委会委员张国宏认为，助推项目建设提质
增效，首先要增强政府服务能力。简化项目审批
程序，推行重大项目“拿地即开工”“交地即发证”

“竣工即交付”，对项目分级分类提供精准服务，全
力推动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竣工。“对项目
建设中遇到问题实行清单式交办、台账式管理、属
责化推进。全力保障重点项目要素需求，梳理好

‘白名单’项目，积极推动各种资源要素向重大产
业项目集聚，不断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项目建设等不起、慢不得。我认为还要进
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常委
会委员于鸿“抢麦”发言，认为政府及相关部门
要按照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
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要求，系统性重塑行
政审批制度，提升服务质效。以“一枚印章管审
批”为牵引，构建“一门一窗、一站一次、一网一
键、一制一章”服务模式，持续深化“一件事一次
办”、“有诉即办”、惠企政策免申即享、“交房即
交证”等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
公共服务事项办理的全周期、全链条，为企业提
供集成化办理服务。

项目建设要想取得满意效果，就要以实绩论
英雄，用好考核评价这根“指挥棒”。常委会委员
韩广道建议，要健全项目评价考核与督导机制，对
重点项目进行清单管理和分级分类管控，动态跟
踪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推动存在问题的整改落
实。探索出台项目奖补激励政策，着力在土地供
应、资金支持、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三个一批”
项目针对性奖补激励，激发“三个一批”项目活力，
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效。

“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必须要超前谋划
要素保障”“要全力提供最优质服务，真正做到想
项目之所想、帮项目之所需、解项目之所难，千方
百计助推项目提速提质增效”……常委会委员纷
纷建言献策，提出建议 30余条，积极探索解决问
题、促进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整改落实是人大监督的“最后一公里”，也是
推动工作改进的关键环节。针对常委会委员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常委会及时进行归纳梳理，向
政府反馈审议意见，并列出问题清单。常委会
相关部门将加强跟踪督办、掌握办理进度，真正
实现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环环相扣的全链条
监督闭环。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致表
示，针对审议意见和列出的问题清单，会抓紧研
究，对照问题清单，逐项列出整改方案，在人大
有力有效监督下，高质高效推进“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对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是
人大助力我市乃至全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
举措。通过市县两级人大上下联动，形成监督合
力，找准摸清项目建设中的“痛点”“难点”，提出改
进意见建议，能够以更有力的监督助推“三个一
批”提质增效，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上展现更大担当，作出人
大新的贡献。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以人大高质量监督助力“三个一批”提质增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项目是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石，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抓项目、蓄动能，才能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2021年 7月，河南发出“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最强动员令。作为省会城市，郑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

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锚定“两个确保”、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的重要抓手，大力开展“三个一批”项目建设

活动，集中精力拼干劲、拼项目、拼招商、拼环境，一个个重大项目的引进、落地和建设，正在成为新时代郑州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和靓丽名片。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计划，6月 27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郑

州市“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这既是市人大常委会着力支持项目建设，积极助推我市全力

以赴拼经济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切实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凝聚智慧和力量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上强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宪法
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起来，实行正确监
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

对“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展情
况进行监督，是市人大常委会职责所在，
更是工作所需。为把情况摸清、把问题
找准、把对策提实，市人大常委会及早谋
划，有序推进，努力以高质量监督推动全
市“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力度更大、结构
更优、效果更强。

“人大相关委员会要聚焦重点项目
落地、平台载体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监
督重点，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广
泛吸纳意见建议，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推进‘三个一批’项目
建设情况。”今年 3 月 31 日，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印发《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听取和审议市政府“三个一批”项目建设
活动开展情况报告的实施方案》，明确听
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时间节点、方
法步骤，要求严防弄虚作假，力戒形式主
义，切实提高监督实效。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工作环节多、涉
及面广、专业性强，监督形式要多样化、
多元化。4 月 25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召开“三个一批”项目
建设活动开展情况座谈会，与会人员实事
求是说进展、不遮不掩晒问题、结合实际
谈打算，全力做好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这一“功课”。

“盯牢项目入库环节，督促相关部门
把好项目‘入口关’”“重点关注签约后迟
迟不见开工、建设进展缓慢、产出效益不
高的项目，摸清问题原因，实行挂图作
战”“市县两级人大要密切协同，联动开
展监督，增强监督的整体效应”……6月 1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听取和审议市政府
关于“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展情况
报告动员会，再次发出动员令：奋力以人
大依法监督的“组合拳”打出项目建设的

“加速度”，切实为打开郑州高质量发展
新天地提供“强引擎”“硬支撑”。

目标已定，方向已明，势必全力以
赴。6月 2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各
开发区人大工委、区县（市）人大常委会下
发《关于开展“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专
题调研的通知》，要求各开发区人大工委、
区县（市）人大常委会在本辖区组织开展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专题调研，形成
市县两级人大协同联动，做到齐心协力、
握指成拳，确保监督工作动真格、见真章、
出实效。

同时，市人大常委会成立 6个专项调
研组，6位常委会领导带队分赴 16个开发
区、区县（市），带着责任、带着任务、带着
问题，下工地、访企业、进车间，深入基层
一线，扎实开展调研。所调研的项目中，
既有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
经济项目，也有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
项目，涵盖民生和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
这些项目的竣工、投产、达效，将为我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人大监督贵在一个“真”，不能一味“鼓
掌”，更重要的是要以问题导向为方向，确保
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

“三个一批”活动开展以来，全市上下集
中精力抓项目、强投资、增动能，项目建设作
为经济工作主抓手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目
前，我市共开展“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 8
期，高标准承办全省活动主会场 5次，累计
入选项目 1258 个。前 7期累计选报“三个
一批”项目 1148 个，总投资 12456.8 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 5540.8亿元。其中，“签约一
批”项目 216 个，已开工 192 个；“开工一
批”项目 606 个，已投产 367 个；“投产一
批”项目 326个，已达效 325个，签约项目、
开工项目、投产项目总投资额均位居全省
第一。现有第 8期“三个一批”项目 466个，
总投资 5598.6亿元，其中，“签约一批”项目
67 个，已开工 20 个；“开工一批”项目 271
个，已投产 47个；“投产一批”项目 128个，
已达效 99个。

一串串数字印证着郑州“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热潮翻涌，“项目为王”的主旋律已然
唱响。但数字背后，“三个一批”项目建设还
有哪些“症结”亟待破解？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市
人大常委会视察报告直接“抛出”的问题“辣
味十足”：

“目前，我市已开展 8期‘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活动，成绩有目共睹，但有些重要项
目因谋划储备不足未能开工。比如 2022
年，全市签约‘三个一批’项目中外资项目
仅有 4 个，距离省政府要求外资项目占比
原则上不低于签约项目总量的 10%还有一
定差距。”

“一些重资产项目，因为投资体量大、建
设周期长，存在前期规划论证、方案设计等

准备不充分的问题，导致项目短期内无法实
质性开工。”

“全市‘三个一批’项目中，产业项目占
比超过50%，但不同区县（市）之间项目结构
差异较大，产业发展不均衡，存在项目结构
不合理的问题。”

“对列入‘三个一批’的项目，各级领导
都很重视，也帮助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
在资金扶持、手续办理、配套设施等方面并
没有明确的优待或奖补政策，造成部分企业
对于参加‘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积极性
不高。”

小组审议中，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认真审
议议题，一个个问题同样“开门见山”：

“今天的产业项目决定着未来的产业结
构。项目推进过程中，个别项目质量把关不

够严，不能‘捡到篮子里便是菜’，要坚决杜
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项目落地。”

“生产线转起来，才会诞生就业岗位，产
生‘真金白银’。不能只看重建设进度，不注
重投产达效，要把投产达效作为项目工作的
一把尺子。”

“考核问效还不够严，有些部门位置摆
得不够正，服务跟不上，经常干预项目正常
进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负担。”

…………
直击问题、找准“症结”，才能开出“良

方”，提出“良策”。无论是 6个调研组指出
的“痛点”，还是常委会委员提出的问题，都
是人大监督权的生动体现，也是站位全市
发展大局、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的具
体举措。

俯下身子“究”实情 让人大监督问题导向始终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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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关于郑州市“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立足全局“谋”一域
让人大监督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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