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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市长何雄：

优化营商环境，支撑现代化中心城市建设

对于郑州来说，2024年是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
突破之年，抓好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以抓
铁有痕、进无止境的精神抓紧
抓实。”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
郑州市市长何雄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郑州目前正处在

“冲刺决胜期、攻坚突破期、关
键窗口期”，要顶格、从快兑现
各项惠企政策，要深入开展“万
人助万企”活动，要切实提高企
业的满意度、获得感。具体而
言，郑州将在以下六方面持续
发力，为一流营商环境的打造，
连线成面，久久为功。

第一，打造一流政治环境。
2024 年将以集中性纪律教育为
契机，加强营商环境领域突出
问题整治，教育引导党员明底
线、知敬畏，强化执纪问责，坚
持较真碰硬，坚决防止突出问
题重复、反复出现。

第二，打造一流政务环境。

坚持以党建引领网格化为载
体，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全
面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
化、便捷化。深入推动政务数
智服务扩面提质，深化多规合
一改革、“标准地”改革，推行

“用地清单制”管理，推动新型
产业用地改革，优化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优环节、减时
间、提效率，不断刷新项目建设

“郑州速度”。
第三，打造一流市场环境。

严格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
模式，确保“一单尽列、单外无
单”。持续破除各类显性和隐
性壁垒，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
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
和做法，依法保护国有企业和
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企
业、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合法
权益，确保机会均等、公平竞
争。提速提效要素供给，深化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坚
持“新官要理旧账”，确保全市
政府机构失信案件“零增长”。

第四，打造一流法治环境。
规范执法司法行为，维护市场主

体合法权益。坚持“法无授权不
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进一步
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坚决
防止不作为、乱作为，让企业家
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在全社会推动形成

“办事情靠制度不靠人情，解决
问题靠法治不靠关系”的思想共
识和良好环境。

第五，打造一流开放环境。
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按照国
际通行规则制定外商投资准入
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
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
场竞争。大力推进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支持鼓励企业扩
大进出口业务。突出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现代物流、新材
料等产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招
商，加快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加
快打造国际化城市，建设国际
化社区，持续提升郑州国际影
响力。

第六，打造一流社会环境。
持续提升网格化治理水平，加
快形成“一格管全面、一屏观全
域、一网统全局、一线通上下、

一键全处理”的治理格局。结
合“万人助万企”活动，加强企
业专属网格建设，打通优化营
商环境“最后100米”，及时高效
解决企业困难问题，推动公共
服务普惠均等，深入推进青年
发展型城市建设。大力实施

“郑聚英才”计划、百万大学生
留郑计划、青年创新创业行动，
努力将郑州打造成青年创新创
业的理想之城、宜居幸福的友
好之城、乐游乐享的魅力之城。

据了解，在过去的一年里，
郑州市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摆
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聚焦
打造“六最”营商环境目标，紧
紧围绕企业和市场主体全生命
周期的管理与服务，系统谋划、
高位推动、整体推进，取得了明
显成效，连续5年在全省营商环
境 评 价 中 获
得优秀等次，
良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对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支 撑 保 障 作
用日益凸显。

本报记者 江金骐

何雄

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市长张宝亮：

加速培育新动能，推动生产力新跃升

“去年，我们坚持大抓工业，
临沂制造实现新跨越。招商引
资‘实好多快’，全年签约项目
1753个、到位资金1254亿元，分
别增长 77.8%、17.7%；当年招引
投产项目达到 613 个。八大传
统产业产值增长 11.4%，千亿级
产业达到3个，百亿级企业达到
10 家，新增国家级两化融合贯
标企业 74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突破 2000 家，新认定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9家。”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张宝亮接受
采访时表示，“临沂高质量发展
积蓄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能
级 跃 升 、风 清 气 正 的 强 劲 势
能。”

“新的一年，我们将认真落
实两会精神，锚定目标，加速培
育 新 动 能 ，推 动 生 产 力 新 跃
升。”张宝亮说，实施八大战略，
着力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打好科技创新组合拳、主动仗，
突破商城国际化、数字化，加快
城市能级提升、乡村连片振兴，
着力构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

张宝亮介绍，先进工业是一

张决定临沂发展，考验政府定
力和智慧的“必答卷”。全力冲
刺“工业万亿”，加快打造“临沂
版”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锁定

“量质齐升、两年万亿”目标，精
力向产业集中，政策向产业集
成，资源向产业集聚。他详细
介绍了今年全市在能级提升上
的新动作：

主导产业提档升级。坚持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
化，“一业一策”改造提升。特
色产业向高而攀；优势产业向
链布局，机械产业重点推动工
程机械提档升级，智能家电补
链强链，激光产业扩能增效，环
保产业集群发展；医药产业重
点补齐生物制药短板，延伸发
展大健康产业；数实融合向深
推进，加快产业数字化，加快企
业“上云用数赋智”。

战新产业全面起势。抢抓
光储氢产业“新风口”，聚力推
动新能源产业爆发式增长。光
储产业重点招引头部企业，做
大做强兰山、河东、兰陵 3 个光
伏产业园区，打造“中国光伏新
城”；氢能产业坚持“应用+产
业”双轮驱动，重点抓好氢冶
金、氢交通、氢化工、氢装备制
造，开展绿电制氢试点，建设

“北方氢能之都”。

未来产业坚定入局。前瞻
布局人工智能、合成生物、人形
机器人、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
在应用场景构建、人才引育、产
融合作等方面积极探索，打造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多方参与的
产业创新生态，抢占未来竞争制
高点。未来产业并非高不可攀，
敢想就有机会，敢干才能入局。
在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临沂不
能缺席、更不会缺席。

布局高能级创新平台。用
好43个国家级平台、215个省级
平台，发挥鲁南制药、金正大 2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作用，加大
与高校院所合作力度，推动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依托行业龙
头企业建设一批共性技术研发
平台，布局各类创新平台 100 家
以上，临沂应用科学城二期建
成使用。全力推进沂蒙山实验
室、曜灵时代省重点实验室建
设 ，加 快 构 建“1213”实 验 室
体系。

推动多渠道成果转化。建
立常态化科技成果捕捉机制，
对可转化科技成果分类评价、
精准支持。对在临沂研发首创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常
态化开展“双需”对接活动，全
年对接高校院所 100 家以上，引
进转化科技成果 300 项以上，服

务企业 1000 家以上。国企领办
沂蒙新质产业园，承接优质科
技成果转化，积极探索合作园
区、飞地园区模式，努力建成科
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孵化
器、创新企业集聚区。

培育创新型企业梯队。加
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业 3000 家左右，新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0 家以
上，新认定省级以上单项冠军
企业 20 家以上、创新型中小企
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150 家以
上，力争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
业企业占比达到48%以上。

构建多层次人才体系。突
破抓好校企融合、产教融合，加
快本科高校、职教院校建设进
度。启动临沂大学医学院建
设，试点五年一贯制中职学校
达到 9 家，力争中高职贯通培
养规模达到 1 万人，建立与现
代化产业体系相匹配的高素质
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修订完
善引才用才政
策 ，在 上 海 、
深圳等地布局

“ 人 才 飞 地 ”
10 个，让更多
人才从“抢过
来 ”到“ 抢 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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