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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重点项目堵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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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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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河南焦作马村区马界村在进行麦收作业。

刘金元摄（中经视觉）

图② 中铁装备生产的盾构机“争先号”。

杨 凌摄（中经视觉）

图③ 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的白天鹅。

程专艺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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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河南

开封各项目工地，现场的捶打声、焊接声、

切割声与机器轰鸣声交织入耳。

“在开封市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万亩

公司光气及光气化产品安全升级技改项目顺

利建成，今年已实现达产。”开封华瑞化工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吕耀福表示。

今 年 以 来 ， 面 对 复 杂 多 变 的 形 势 ， 开

封 将 投 资 拉 动 经 济 增 长 摆 在 更 加 突 出 位

置 ， 以 开 展 “ 项 目 建 设 年 ” 活 动 为 抓 手 ，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解决制约项目建

设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为重点项目建

设保驾护航。

开封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陈

亚杰告诉记者，目前，开封已有 14 个项目实

现“零审批”开工。开封出台了开发区一般

性企业投资项目“标准地+承诺制”实施办

法，开展“净地+预审批”前置审批、“一件

事一次办”等服务，企业在拿地后 1 个工作

日内可获得正式审批手续，实现“拿地即开

工”，并将出让类、划拨类项目用地审批时限

分别压缩了 78%、84%。

“我们聚焦审批改革、服务优化，制定实

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开封市发展改

革委党组书记、主任薛志勇说。

在做好项目前置服务保障的同时，开封

还不断强化项目跟踪服务。

“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由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挂帅分包项目，并建立考核机制，

从全市选派 2299 名优秀后备干部，包联服务

2082 家企业，确保项目问题及时解决、项目

及时推进。”开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维

忠介绍，开封聚焦重点项目建设中问题反映

较为集中的领域，深入开展金融、用工、用

地、环保“四下基层服务”活动，着力推动

资源向重点项目汇聚、要素向重点项目集

中、政策向重点项目倾斜。

在精心服务保障下，上半年，开封全市

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 1796.1 亿元，占全年计

划 投 资 目 标 任 务 的 64.8% ， 同 比 增 长

103.2%，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为 937.9 亿

元，占全年计划投资目标任务的 69.3%。

“开封将着眼明年，提前谋划一批重点项

目，同时对项目服务中暴露出的短板、弱

项进行补齐、强化，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 下 全 力 做 好 稳 住 经 济 大 盘 工

作。”开封市委书记高建军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创新摆在

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开启了现代化河南建设新

征程，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连日来，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的河南信大网御

科技有限公司各项目进展顺利，公司副总经理郭

义伟十分开心。“此前我们一度面临研发场地紧张

的问题，多亏金水区政府在产业集聚的河南信息

安全产业基地帮助协调解决并发放租赁补贴，让

我们能心无旁骛地完善拟态防御产业链。”郭义

伟说。

金水区委书记张红伟表示，金水区有 3.8 万家

科技类企业，其中科技型企业已超 2000 家。“我们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换道领跑战略行

动，以重点项目和企业培育为带动，打造更高水平

的科技创新平台，完善创新链和产业链，实现技术

高级化、产品名牌化、产业高端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张红伟说。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近

年来，河南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将

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

置，完善创新体系，做强创新平台，壮大创新主体，

集聚创新人才，健全创新制度，优化创新环境。

今年 3 月份，由河南科技大学、郑州大学牵

头，河南省内 18 家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参与建设

的龙门实验室揭牌。“龙门实验室的使命是立足中

原、智造中国、装备世界。长期目标是建成突破

型、引领型、平台型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能够

支撑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龙门

实验室主任樊会涛表示。

河南紧抓重塑实验室体系、搭建一流创新平

台工作，聚焦产业发展，攻克关键技术。自 2021

年 7 月份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嵩山实验室揭牌

以来，目前河南已建成聚焦种业科技的神农种业

实验室、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黄河实验室、聚焦生命健康与生物医药的龙湖现

代免疫实验室、聚焦新材料与智能装备的龙门实

验室，以及聚焦关键金属与材料的中原关键金属

实验室 6 家省实验室，为优势产业在新赛道上提

供澎湃动力。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河南将高标准谋划建

设 10 家突破引领、综合集成的省实验室，使之成

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产业化对接融通的引领阵地和源头支撑，为河南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打造引擎。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今年 1 月份，3 列满载液压支架、采煤机、刮板

机等成套煤矿综采装备的郑煤机整车专列陆续在

郑州铁路局开封货运站发车，经满洲里出境，奔赴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一批次班列运输的成套设

备将用于俄罗斯煤炭主采区的煤炭开采。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井工综采

装备制造的全球领跑者。去年 7 月份，郑煤机就

将国内首套由单一厂家自主供货的成套化综采装

备顺利销往土耳其。该套综采装备在奥日欣煤矿

成功应用后，凭借稳定可靠的三机配套，帮助矿方

实现了高产高效出煤。

“郑煤机不仅具备生产世界最高液压支架的

能力，比肩国际煤机领军企业，而且还提供全流程

自主研发的综采装备整体解决方案。”郑煤机董事

长焦承尧表示，郑煤机的国际化战略正不断迈出

新步伐。

当前，河南正处于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

越的阶段，以煤矿机械为代表的各类工业产品产

量位居全国前列，大中型客车、盾构机、大型拖拉

机、大型矿山装备、特高压装备等一批高端产品闻

名国内外，工业机器人、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

产品增势强劲。河南拥有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

的 40 个、207 个中类中的 197 个，装备制造、现代

食品、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近年来，河南坚持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攻方向，强力推动换道领跑，新型工业化步伐显著

加快，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

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显著提

升。”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朱鸣表示，河南

成功研发出全球采高最高、技术指标最高的液压

支架、国内首款无人驾驶纯电动拖拉机、国内首台

用于高原高寒大直径硬岩掘进盾构机、国内首辆

自动驾驶氢燃料客车等，高铁轴承、量子通信、光

互连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一大批重

大创新成果的取得引领全省制造业不断攀上新

高度。

数据显示，河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1.54 万亿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1.8 万亿

元，拥有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创新龙头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分别达到

28 家、116 家、8387 家和 15145 家。

在制造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的同时，河南还

注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据了解，河南初步形成了装备制造、现代食品 2 个

万亿元级及 19 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

提高到 24.0%和 12.0%，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

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全面推进，两化融合指数

居全国第 13 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

累计下降 57%。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俺今年种的近 500 亩小麦平均亩

产达到 690 公斤，又是一个丰收年。”

开封市祥符区八里湾镇种粮大户王

国栋开心地说。在刚刚过去的夏收

中，作为小麦主产区的开封市交出

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小麦生

产呈现面积增、单产增、总产增“三

增”的良好态势。

夏粮丰收，为国家粮食安全、老百

姓端牢饭碗又增添了信心和底气。今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739 万吨，其中河南

夏粮总产量 3813.1 万吨，稳居全国第一位，

再创历史新高。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粮食产

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

一，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宋虎振说，河南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自觉从讲

政治、顾大局的高度看待粮食生产，把国之大者放

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在干上，深入推进“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持续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核心区，

不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努力让中国人的饭碗装

上更多的优质河南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尤其是口粮绝对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数据显示，自 2013 年河南全省粮

食面积首次突破 1.6 亿亩以来，已连

续 9 年稳定在 1.6 亿亩以上。2021 年

粮食面积达到 1.61 亿亩，占农作物

播种面积的 73.4%，其中小麦面积

8536 万亩，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在粮食总产量方面，河南 2013

年、2017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先后突破 1200 亿斤、

1300 亿斤，并已连续 5 年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

2021 年河南全省人均占有粮食 662 公斤，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 178 公斤，不仅解决了自身 1 亿人的吃

饭问题，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制成品 600 亿斤左右，

是全国 5 个粮食净调出省之一。

一手推动藏粮于地夯基础，一手推动藏粮于

技挖潜力。河南严守耕地红线，严格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开展

“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

整治、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专项整治，依法查

处违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等行为；同时加强技

术攻关，出台《关于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省的若

干意见》，实施种业振兴六大行动，加快建设国家

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组建神农种业实验室，

规划建设“中原农谷”。郑麦 9023、矮抗 58 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

率超过 97%。

“河南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机遇、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历史机遇，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服务

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河南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介绍，10 年来，河南经济

总量先后迈上 3 万亿元、4 万亿元、5 万亿元大台

阶，较 2012 年接近翻番，稳居全国第五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