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区围绕“金梧桐 1+6+
N”政策体系，密集出台了“企业
梯度培育双十条”“智能传感器
十条”“网安十条”“北斗+十条”
“大数据产业政策”等 11项创新
型政策。2019年在全省率先出
台了《瞪羚企业认定及培育办
法》《加快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
的若干政策》的瞪羚独角兽梯度
培育双“十条”政策，获省科技厅
的高度认可和采纳推广。

全省率先推出并试行新型
产业用地（M0）试点政策。紫荆
科技园、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成
为河南省首次落地的新型产业
用地项目。每年设立 1亿元科
技创新专业服务券，在全省率先
通过前补助方式重点支持科技
型企业、人才、平台、机构在创新
发展中购买所需的专业化服务。

高新区建成区面积62.14平
方公里，比2016年新增17平方公
里。累计回迁群众5.4万人，新建
公园游园92个，新增绿地面积649
万平方米，新建综合性公园、微公
园游园102个。须水河带状公园
完工、天健湖公园建成开放，“西
美”建设成效更加显现。2019年

秋冬季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18
天，取得历史性突破。

民生保障方面。高新区民
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 45.1%，
新开工建设幼儿园 9所、中小学
12所，新增学位2.4万个，群众优
质教育获得感更强。沟赵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郑州西区中医
院、梧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
开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增长至 40%。先后举办国际女
子半程马拉松赛、全民运动会等
体育文化活动；主动做好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服务保障工作，管委会被省
委、省政府记集体二等功，社会
事业局被省委、省政府通报表
扬，20个部门被省、市表彰。

深化改革激活力。高新区
出台了全省首个开发区层级的
法律规章《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暂行规定》，推动原行政事
业类人员全部通过竞争上岗和
双向选择获得岗位，管委会工作
机构由原来的 36个精简到 10
个，实现了广大干部向基层一线
流动、向经济战线流动。通过市
场化招聘了一批专业素质优的

干部，一批年富力强、专业精通
的干部充实到管理层。探索办
事处片区化管理，基层办事处工
作力量得到增强，实现了经济科
技服务的全覆盖。

创新服务优环境。持续深
化企业家（科学家）接待日活动，
管委会与园区运营中心两级联
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解决了
一批事关企业发展的棘手问
题。牵头试点全市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探索形成了“事
前联合辅导、事中并联审批、审批
过程帮办代办”的服务模式，获得
省住建厅肯定。率先在省内实施
企业开办“一件事”零成本一日办
结，实现不动产登记交易业务24
小时自助办理、发证。

克难攻坚树品牌。在不断
实践中，各条战线也探索了不少
行之有效的经验举措。比如，在
经济领域，梧桐园区“梧桐创业·
帮手十条”服务品牌、石佛园区
“楼宇服务官制度”，在基层治理
领域，沟赵办事处“党建+”社区
治理、梧桐办事处常态化志愿服
务活动等，这些好的经验做法接
地气、用得上、易复制。

从 2016年到 2019年，郑州
高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 264.27
亿元增至 496.24 亿元，增长
88%；全社会研发投入由 17.17
亿元增至 49.57 亿元，增长
18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由
68.8亿元增至 103.89亿元，增
长 51%；全口径税收由 88.29亿
元增至 145.68亿元，增长 65%；
新增市场主体 3.05万户；高新
技术企业由 405家增至 823家，
增长 103%；科技型中小企业由
434家增至1399家，增长218%；
省级以上研发机构由 120家增
至 233家，增长 94%；备案新型
研发机构由 3家增至 11家，增
长 267%；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由 4家增至 10家，增长 150%；
国家级创新载体由 9家增至 22
家，增长144%。

同时，高新区以物联网、北
斗应用、电子信息、新材料为主
导的战略新兴产业迅猛发展，
集聚了汉威电子、新开普、新天
科技等传感器行业知名企业，
新华三、启明星辰等网络安全
领军企业，阿里、腾讯、猪八
戒网等云计算和大数据龙
头企业，天迈科技、威科姆、
思维自动化等北斗应用技
术头部企业，高新区获批
“全国北斗应用技术产业知
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国内
通信三大运营商全部在高新
区布局数据中心，国家超级
计算郑州中心加快建设，“强
网杯”一赛一会一展成为国内
网络安全风向标，连续两届举
办世界传感器大会，在业界形
成强烈反响。

高新区正在建设河南省首
个 5G应用协同创新示范区，专
利申请量连续4年过万件，发明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持续保持
全市领先地位，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 100 余件在全省遥遥领
先。创新型龙头企业增至 14
家，占全市58.3%、全省14%，高
新技术企业占全市40.2%、全省
17.2%，科技型中小企业占全市
37.8%、全省16.5%；引进新型研
发机构11家，与浙江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等签约共建产
业技术研究院。3年累计 113
家人才和团队获批“智汇郑州·
1125聚才计划”，3年共有 102
名高层次人才通过郑州市高层
次人才分类认定。国家级研发
机构由 17家增长到 26家，国家
级孵化载体由 6家增长到 22
家，占全市 64.7%、全省 14.4%；
承担郑洛新自创区首批创新引
领型产业集群专项9个，占全市
69%、全省31%。

高新区创新推进波士顿、
牛津、慕尼黑、以色列 4个海外

节点链接国际创新资源，与猪
八戒网合作搭建大数据平台、
创新资源共享平台上线运行，
积极对接中关村开展优秀人才
交流、孵化和推介省内优秀技
术项目。谋划了世界传感器大
会、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年会暨中国北斗应用大会等一
系列战略平台。中科院微电子
所、苏州医工所、紫光集团智能
终端全球总部、新华三大数据
公司全国总部、优路全国创新
中心及运营总部、固高郑州智
慧产业研究院、中国长城（郑
州）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
落地。

上线了中部第一个中小企
业发展指数。设立运营母子基
金，设立 7只国有子基金，规模
20亿元。设立了省内第一家区
级风险补偿池、第一个应急转
贷资金。搭建了挂牌公司服务
协会、全景路演中心等服务平
台。累计助推15家企业主板上
市，新三板挂牌企业76家、数量
全市第一。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高新区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高
新区反应早、行动快，提前部署
防控力量，大年初一决策全员归
队、停休参战。广大党员干部冲
锋在前、抗责在肩，一大批基层
工作者不畏艰险、真诚奉献，社
会各界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奋
力取得疫情防控的决定性成
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率先出
台“抗疫八条”等政策，开展“三
送一强”服务行动，复工复产“抓
两头促中间”，设立应急转贷周
转资金、风险补偿池等经验做法
在全市推广，取得了疫情稳定可
控、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恢复的良

好态势。
上半年，全区 GDP 增速

0.1%，增速居全市第4位，实现由
负转正，高于全市0.3个百分点、
全省0.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5.2%，其中二季度当季
增长8.3%，较一季度提高28.7个
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
成 117亿元，增长 2%，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35.4亿万，增长 4.5%，
高出全市3.8个百分点。新签约
项目7个，签约金额195.35亿元，
完成全年目标的66%，其中主导
产业签约额184.35亿元。

重点项目持续推进。联审
联批任务4月底清零，34个重点
项目全面开复工，已完成投资
104.3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51.1%。

“四个一批”持续提升。新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90家；4
家企业获批省级星创天地，24家
挂牌企业入选创新层。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80%
以上政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企业开办实现全流程“一件事”
零成本一日办结。

高新区新完成安置房网签
815套，新增开工安置房40万平
方米，在建规模达到 675万平方
米。新开工建设7所学校，3所计
划投入使用学校正在加速扫尾，4
所幼儿园建成移交，4所正在施
工。新建公园、微公园游园15个，
在建公共医疗设施3家，先后举办
“春风行动”网上招聘会及“百日
千万岗位网络招聘”活动，已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14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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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融入国家战略自创区 提速增效迈出坚实步伐

高新区全国评价排名进入前二十

自2016年4月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获批，郑州高新区迈进了内涵
式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高新
区实现了一年一个大发展、一年一个新
台阶，2018年在全国高新区评价排名
进入全国前20名，比上年前移3位。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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