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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邢进）
7月 26 日，2023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
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河南高质量
发展大会生物医药产业专题活动在郑举
行，多位国内知名专家、企业家、医药卫生
领域专家代表、省内生物医药企业家代表
齐聚一堂，为河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把脉
献策。

一直以来，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发展原则，我省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尤其是“十四五”以来，河南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规模和质量
都得到明显提升，建立了以生物药、化学
药、体外诊断、中药等为主体的多链条协
同发展产业体系，优势链条初步形成。统

计显示，2022年，全省医药产业总产值实
现2900.6亿元、同比增长1.5%。

围绕培育特色产业集聚区、提升科研
创新能力，河南形成了以郑州、新乡为核
心，洛阳、南阳、信阳、许昌、周口、商丘、焦
作、驻马店为支撑的新发展格局，累计建
成国家级工程实验室 13家、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10 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1
家、省级产业研究院 5家，培育了一批生
物医药领域的“瞪羚”“小巨人”“独角兽”
企业。

按照计划，到 2025 年，河南省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要达到 4000 亿元。在此
基础上，省卫健委起草了《河南省培育壮
大生物医药产业链行动方案》，《方案》明

确了生物药、化学药、体外诊断、中药、新
业态等 5 大主攻方向 18 个子方向，我省
将围绕产业链主攻方向遴选出一批明星
企业，瞄准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开展针
对性扶持，培养行业领军企业；专项支
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育成一大批“专精
特新”“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企业；发
挥龙头企业带动和资源整合作用，引导
产业集聚发展，形成 1 个超千亿、10 个
超百亿的产业集群。今后，省医学科学
院、中原医学科学城、临空生物医药产
业园等将相互联动，促进融合发展，努
力形成“一院一城一产业集群”的创新
发展格局，打造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核心增长极。

据悉，此次专项活动，旨在以产业转
移对接活动为契机，以产业集群提升、医
药园区建设提升、创新发展提升、质量安
全提升为突破口，推动化学制药转型升级
发展，加快中药现代化发展，加快打造竞
争新优势，努力实现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式
发展，推动河南从“医药大省”加速迈向

“医药强省”。
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优化各项审批

流程，加大政府引导基金、社会资本、金融
资本对重点企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力
度，强化工信、药监、医保、科技、财政、卫
健、土地、环保、能源等政策协同，聚焦难
点、突出重点、疏通堵点，为企业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省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一批人事任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7月 26日下午，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一批人事任免。

决定任命：
李酌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任命：
卜发忠、李继红、刘铁良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袁小刚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

二庭庭长；
刘志高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

三庭庭长；
王凤强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蔡智玉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朱正宏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王福蕾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冯童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关晓海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高海娟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
李慧娟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沈青梅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闫顺利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吕强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王群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于跃辉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常若琼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庭副庭长；
王江华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张俊宇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监督庭副庭长；
李欣为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李高攀为郑州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
刘建梓为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王辉为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免去：
刘志高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
袁小刚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
高海娟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
刘铁良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职务；
关晓海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李慧娟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
闫顺利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庭副庭长职务；
王凤强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冯童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肖贺伟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候红卫的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

第一庭庭长职务；
任秀娥的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

长、审判员职务。

任命：
张志强、牛晓丽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
侯民义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王广军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谷永清、苏康健、余斌、王继峰、高振中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职务；
丁笠洲的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黄元良的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程江波的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我市部署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复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26日上午，郑州市召

开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复查工作动员会，分析形
势，围绕复查内容和工作重点进行安排部署。
副市长王鸿勋出席。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评价一个城市生态、
园林建设管理水平的最高形态和荣誉。2019
年下半年，郑州市按照 2016年《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标准》通过住建部评审，2020年 1月，被住
建部命名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将于2024年迎
来住建部开展的抽查复核。

按照住建部2022年印发的评选管理办法，
考核指标从 47项减少到 18项，但相比 2016年
老标准，考核标准大幅提高。如城市绿地率由
35%提升至 40%，绿化覆盖率由 40%提升至
43%，并首次设置示范项目，作为现场考评的重
要内容。

王鸿勋要求，全市上下要树牢“三标”意识，
迅速行动，对照新标准查找差距和不足，以高质
量整改夯实复查工作基础，不断巩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成果，确保各项指标达到复查工作新
要求。

市直有关委局和各区、开发区管委会分管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郑州市企业法律服务站
三官庙办事处服务点挂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赵海益）7月 25日，

郑州市企业法律服务站三官庙办事处服务点挂牌成立。该服务点
是郑州市委政法委法治化营商办全市范围内设立的首个融合“网
格+企业服务法律工作站”的创新试点，标志着郑州市企业服务法
律工作站向基层延伸，是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又一探索。

市法治化营商办一行现场听取了三官庙街道办事处关于智慧
运行中心的网格化管理工作，以及企业法律服务工作与网格化工作
融合推进初步构想的专题汇报，并在中原区芝麻街举行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中原区委政法委、区政法各单位负责同
志、街道办事处负责同志、部分企业家代表、律师代表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各自经营遇到的“难点”“堵点”进
行交流发言，针对企业提出的困惑和问题，与会同志分别结合各自
职能、法律法规进行答疑释惑，并就今后如何发挥企业服务法律工
作站和网格化管理优势，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进行沟通交流，建言
献策。

据了解，郑州市企业服务法律工作站是市委政法委的一项创
新工作，三官庙街道办事处聚集着特色街区和中小微企业，具备设
立创新试点的实践基础。服务点能够充分发挥三级网格、微网格、
专属网格的管理优势和网格员的队伍优势，延伸为企服务触角，探
索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努力为全市乃至全省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提供基层样板。

知名专家、企业家献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推动河南从“医药大省”加速迈向“医药强省”

（上接一版）郑州基地迎来第 150万辆
整车下线，并创造了超千亿产值。

“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已成为上
汽集团在全国最大的乘用车生产基
地、数据基地、出口基地，郑州也成为
上汽产业布局最多、最完整的城市。”
丁波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上汽乘用
车郑州基地已累计生产整车近 20 万
台，产值超170亿元，同比增长84%。

随着上汽集团郑州新能源动力生
产基地动力电池项目的落地，以及更
多的新能源智能化车型和出口车型的
导入，叠加发动机厂新机型的导入和
产能的不断提升，郑州基地形成了上

汽集团“新能源汽车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的关键支撑体系，进一步占据新赛
道优势，迎来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

全力提速冲刺新赛道
目前全球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正朝

着“新能源、智能网联化”方向快速发
展，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能力处于
全球第一阵营。

提及未来，上汽乘用车如何跑出更
快“加速度”？丁波表示，汽车企业具有
规模优势，这种规模优势会在企业所在
地区和产业链中转化为强劲的带动作
用。目前，郑州基地发动机厂一二期的

相继投产、GS6系列 10万台发动机的
下线，正在为郑州基地乃至上汽乘用车
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芯”动能。

“未来，将运用和发挥好人口资源
优势、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以及产业优
势，发挥出 1+1大于 2的效果，以绿色
科技和卓越品质为驱动力，坚持‘匠心
造好车，使命育郑人’制造文化，全力
提速冲刺新赛道，以创新科技赋能高
质量发展，带动更多上下游产业链企
业入驻，带动丰富和壮大郑州汽车产
业生态，助推河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升河南在全国汽车产业版图中
的位置。”丁波说。

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丁波：

开足马力跑出河南“新速度”

（上接一版）联动庆阳、哈密建设城市算

力网实验场，加快打造非枢纽节点省份

参与“东数西算”的“郑州样板”，带动算

力产业向“存全球，算全球”目标迈进。

力争 2025 年建成 5G
基站6万个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近期，我市在
郑州国家超算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基

础上，签约并启动了大型人工智算中心

建设，加快新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边

缘计算中心等重点算力站建设，建设高

带宽、低时延算力网络。

积极推进重点园区、企业、高校、用

户等主体网络基础设施升级，力争 2025

年建成 5G基站 6万个、数据中心机架12

万架以上；探索推行“算力券”，研究设立

专项基金重点支持网络和算力基础设施

建设升级、算力调度技术和平台研发、算

力服务推广等工作；加大计算领域高层

次人才引进力度，联合省内高校加快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与

高性能计算等专业人才培养。

以城市算力网和算力设施建设项

目为牵引，着力集聚一批计算和算力应

用领域高端研发机构和龙头企业，同步

招引一批关联配套型“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全力打造“技术+产业+生态”的

先进计算产业集群，进一步夯实郑州

“东数西算”算力调度中心地位，构建数
算产业体系。

数字产业初步建成
2023年是推动落实国家“数据二十

条”、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试点城市建
设的关键之年。记者从论坛上还了解
到，我市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围绕

“出台招商专项政策、整合高价值数据资

源、打造创新应用场景”进行了积极和有

益探索。

我市成立央地合资公司建设数据创

新中心推动产业招商，出台“含金量、含

新量”高的《郑州市数据要素三类市场培

育方案》，优化整合产业扶持资金，搭建

数据要素市场运营管理、交易服务的产

业扶持政策体系；引入多个国家部委的

高价值数据源，融合郑州公共数据资源，

集聚省内外数据资源、数据服务生态企

业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重点就物流、

医疗、金融三大领域开发特色数据应用

场景，进一步实现高价值数据资源广泛

汇聚、数据流通交易合规高效、数据要素

产业发展繁荣。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以人工智能、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网络安全为代表

的数字产业初步建成，获批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规

模突破 5300亿元。下一步，我市将锚定

“中国数仓”“中国数纽”“中国数港”建设

目标和战略定位，谋划建立城市算力网
供应商体系和数据要素运营管理及交易
服务体系，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我市数字经济规模
突破 5300 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7 月 26 日，
2023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
优强民营企业助推河南高质量发展大会
的专题活动之一——河南郑州航空港

“空中丝路 枢纽全球”临空经济产业专
题活动在郑州举行。

活动中，郑州航空港管委会负责人
对河南临空经济的发展优势、战略布局
和政策举措等多方面进行专题推介。
部分知名企业代表先后作主题演讲。
郑州航空港区首席顾问、航空大都市理
论创始人约翰·卡萨达以《新形势新战
略：推动“中国的航空大都市——郑州
航空港”新十年新发展》为题作了主题
演讲。

本次活动共邀请全国工商联重点企
业及民营企业的500强代表、知名专家学
者等260余人共襄盛会。

据了解，郑州航空港是目前全国唯
一一个由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航空
港经济发展先行区，也是“空中丝绸之
路”先导区。2022年，省委、省政府对郑
州航空港进行系统性重塑重构改革，目
前，郑州航空港聚焦空中丝绸之路先导
区、国家航空港经济实验区、中原经济区
和郑州都市圈核心增长极、现代化国际
化世界级物流枢纽、中原特区“五大战略
定位”，奋力打造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国际交通物流中心、国际
创意时尚中心、国际创新人才中心“五大
中心”。

同时启动四大片区、21城联动开发，

坚持“以港促产，以产兴城，产城强港”发
展理念，为民营企业提供审批最少、流程
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
务最优的营商环境。

特别是航空港区拥有门类齐全的
“1+1+7”口岸体系(一类航空口岸；综合
保税区；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
物、肉类、活体动物、邮件、药品 7大功能
性口岸)。今年上半年，新郑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值位居全国 157个综合保税区第
二，成为引领带动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
圈发展的强大引擎。

在配套上，航空港区“4+3+3”产业
体系初步成型，即电子 4+3+3 信息、新
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四大先
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
材料三大战略新兴产业，现代物流、会
展商贸、创意时尚三大现代服务业，当
前正着力打造以富士康、超聚变、龙芯
为头雁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
比亚迪、创维、吉利为龙头的千亿级新
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中原医学科学城
为核心的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
及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等若干百亿级产业集群。

今年上半年，航空港区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完成 708亿元，增长 9.6%，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跃居全省前列。郑州新郑综保区
上半年进出口总值 1810.9 亿元，位居全
国 157个综保区第 2位，全国海关特殊监
管区第 3位。

郑州航空港“空中丝路枢纽全球”
临空经济产业专题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