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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好不好，企業家 「用腳投票」。截至今
年 7 月底，河南實有市場主體 893 萬戶，同比增長
8.8%，位居全國第五位、中部六省第一位。

在 「中國這十年·河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河南
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孫守剛表示，河南把
優化營商環境作為重大的基礎性、戰略性工程來
抓，以 「六最」即審批最少、流程最優、體制最
順、機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務最好為目標要求，
着力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政府權力作「減法」
審批精簡度達68.2%

孫守剛指出， 「河南用政府權力的 『減法』，換
取市場活力的 『乘法』。一方面，向市場主體放
權，對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的事項，一律不再審批。
2012年以來，先後10次精簡審批事項，累計取消、
調整 331 項省級行政審批事項，精簡幅度達到

68.2%，對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全部予以取消」。
孫守剛介紹，另一方面，向基層放權，對法律法

規沒有明確實施層級且基層有實際需求的事項，能
放盡放。近年來，分別向鄭州、洛陽賦予省級管理
權限295項，向縣（市、區）和開發區賦予省轄市級
管理權限255項、136項。現在，企業申報省級製造
業高質量發展專項資金、個人駕駛證異地申換等事
項均可實現就地就近辦理。

率先在全國開展企業信用修復
河南在持續簡政放權的同時，不斷強化事中事後

監管，由嚴進寬管轉向寬進嚴管。實施 「互聯網+監
管」，將348萬戶法人、801萬名特定自然人納入監
管平台，推進規範監管、精準監管。

探索實施包容審慎監管，讓監管有力度也有溫
度，去年以來解決企業反映問題2萬多個，在全國率
先開展企業信用修復，移出失信企業6156戶、釋放

紓困資金512億元。

全省90%以上政務服務事項
實現不見面審批

目前，河南政務服務大廳已進駐39個省直部門、
2335 項行政服務事項，聯通了 90.2%的省級審批系
統，省級政務服務事項 「一門」進駐率為98.6%，基
本實現事項通、系統通、數據通、業務通。各市、
縣已建成175個政務服務中心，市縣兩級政務服務事
項 「一門」進駐率為 97.16%，基本實現 「應進必
進」，讓企業和群眾辦事只進一門、只跑一次或一
次不跑。

政務服務事項辦理時限壓縮70%以上，零跑動、
不見面審批事項超過 86%，全省 90%以上政務服務
事項實現不見面審批，一般性企業投資項目全流程
審批時間壓減至60個工作日以內，各類開發區實行
承諾制的項目開工前審批時間不超過40個工作日。

河南：十年交出的出彩答卷

樓陽生在作主題發布時說，這十年，習近平總
書記四次視察河南，寄予我們 「奮勇爭先、更加
出彩」的殷切期望，億萬河南幹部群眾用行動詮
釋 「兩個維護」，用成果感恩領袖關懷，辦成了
一件件想辦的大事要事，交出了一份份真金白銀
的出彩答卷，邁上了一個個高質量發展的新台
階，地區生產總值實現了 3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4 萬億元、5 萬億元的跨越，今年有把握超
過6萬億元，為穩經濟大盤盡責任作貢獻。

樓陽生從六個方面介紹了十年來河南牢記囑託、
奮勇爭先、更加出彩的生動實踐，河南用一組組亮
眼數據、一項項務實舉措、一件件鮮活實例交出了
十年出彩的答卷。

一是堅持把現代化河南建設作為中心任務。把發
展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把穩增長和調
結構統一起來，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1%，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實現翻番。去年召開河南省第十一次黨
代會，作出錨定 「兩個確保」、實施 「十大戰略」
重大部署。今年以來，持續開展 「萬人助萬企」、
「三個一批」項目建設、 「四個拉動」等，上半年

生產總值增長3.1%，不僅穩住經濟大盤，而且核心
競爭力不斷增強。有信心有決心 「勇挑大樑」，確
保實現經濟發展 「全年紅」。

二是堅持久久為功建設國家創新高地和重要人才
中心。把創新擺在發展的邏輯起點、現代化河南建
設的核心位置，去年研發經費投入首次突破1000億
元，今年前7個月，技術合同成交額達620.8億元、
增長145.6%。深化 「五鏈」耦合，堅定以製造業高

質量發展為主攻方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製
造業佔規上工業比重分別提高到24%、12%，盾構、
新能源客車、光通信芯片、超硬材料等產業技術水
平和市場佔有率居全國前列。

三是堅持在推動鄉村振興中建設農業強省。着力
打好糧食生產這張王牌，累計建成高標準農田7580
萬畝，糧食產量連續5年穩定在1300億斤以上，今
年夏糧總產762.61億斤、單產447.25公斤/畝，均再
創新高。着力實施種質資源保護利用等六大行動，
組建神農種業實驗室，謀劃打造 「中原農谷」。持
續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酒業、奶業、
中醫藥業振興，農產品加工業成為全省第一大支柱
產業。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
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四是堅持用改革關鍵一招破堅冰激活力。深化
「放管服效」改革，組建省行政審批和政務信息管

理局、省政務服務中心，貫通省市縣鄉的一體化政
務服務網全面建成，一枚印章管審批和企業投資項
目承諾制全面推行，去年全省市場主體突破 850 萬
戶、是十年前的3倍，企業對營商環境的滿意度提升
至90%。加快國資國企改革，有序推進地方金融改
革，中原銀行吸收合併3家城商行、總資產超過1.2
萬億元。完成省直事業單位重塑性改革，機構精簡

60.7%，編制精簡46.9%。實施縣域 「三項改革」，
做強市本級，推動中心城市 「起高峰」、縣域經濟
「成高原」。
五是堅持經濟社會發展綠色低碳轉型。黃河河南段

建成標準化堤防501公里， 「四亂」問題動態清零，
劣Ⅴ類水質斷面全面消除，30萬灘區居民遷建任務圓
滿完成，沿黃生態發生深刻變化。扛牢確保 「一泓清
水北上」的政治責任，開展南水北調後續工程建設等
14個專項行動，丹江口庫區及幹渠河南段水質保持Ⅱ
類以上，累計調水超過500億立方米。全力打好污染
防治攻堅戰，落實 「四水四定」，有序推進碳達峰碳
中和，2021年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256天，單位
生產總值能耗十年累計下降約37.3%。

六是堅持以黨建 「第一責任」引領和保障發展 「第
一要務」。調整規範省委議事協調機構，組建省委財
經委、省科創委等，將黨的領導具體化制度化規範
化。圓滿完成省市縣鄉村黨組織換屆，抓好黨史學習
教育，開展 「能力作風建設年」活動，實施 「墩苗育
苗」計劃，打造適應現代化河南建設需要的高素質專
業化幹部隊伍。實施強基固本工程，開展 「五星」支
部創建， 「四治融合」基層治理體系不斷完善。成立
省委督查委，圍繞中央和省委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情況
常態化開展督查，形成閉環落實機制。

8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舉行的
「中國這十年·河南」 主題新聞發

布會在鄭州舉行，發布會以 「牢記
囑託 奮勇爭先 更加出彩」 為主
題。河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
主任樓陽生作主題發布，河南省委
副書記、省長王凱，河南省委副書
記、政法委書記周霽，河南省委常
委、常務副省長孫守剛，河南省委
常委、組織部部長陳舜，一同出席
並回答記者提問。河南省委新聞發
言人、省委常委、秘書長陳星主持
新聞發布會。 王皓萍 李欣 郭延

在 「中國這十年·河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中共
河南省委副書記、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長王凱表示，
河南把確保黃河安瀾作為頭等大事。聚焦保障黃河
長治久安，國家實施了一大批重大防洪保安工程，
在黃河河南段建成了501公里的標準化堤防、98處
控導工程，積極推進 「二級懸河」、遊盪性河段治
理，大河安瀾有了更加堅實的屏障。為了從根本上
解決灘區群眾的安全和發展問題，2017年啟動了黃
河灘區居民遷建工程，總投資407.8億元的35個安置
區全部建成投用，30 萬灘區群眾目前全部搬入新
房，圓了 「安居夢」。

「黃河一直 『體弱多病』，最大的問題就是生態
脆弱。我們堅持 『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
理』。」王凱介紹，充分考慮不同河段生態基底的
差異，河南省提出了中游 「治山」、下游 「治

灘」、受水區 「織網」的保護治理思路。在黃河中
游，深入推進礦山綜合整治和生態修復，讓8.6萬畝
歷史遺留礦山披上了 「綠衣」，昔日滿目瘡痍的小
秦嶺已成為全省特有動植物種類最豐富的區域。在
黃河下游，下大氣力治理灘區面源污染和支流水污
染，把46.9萬畝濕地納入保護範疇，推動流域內35
個國考斷面全部達標。

目前從河南流出的黃河水都是II類。在受水區，
加快構建平原生態綠網，近三年來共完成造林503.6
萬畝，森林撫育577.5萬畝，黃河正在成為中原大地
的 「綠色飄帶」。

王凱強調，把水資源作為最大剛性約束。近年
來，河南省在黃河兩岸實施了122個大中型灌區節水
改造項目，把1952萬畝高標準農田升級為高效節水
灌溉田，每年可節水1億多立方米，實現了用更少的

水產更多的糧。地下水超採綜合治理問題曾一度比
較突出，全省96.4%的超採區都在黃河流域，河南省
出重拳根治違法取水用水，用鐵腕推進地下水超採
治理，每年壓採地下水4億多立方米，有效遏制了地
下水位持續下降勢頭。

河南省委把綠色低碳轉型作為 「十大戰略」之
一，一方面做好傳統產業節能降碳的 「減法」，率
先完成流域內鋼鐵、水泥等重點行業企業超低排放
改造。另一方面做好綠色產業培育壯大的 「加
法」，搶抓碳達峰碳中和帶來的投資機遇、產業機
遇，圍繞新興領域、前沿領域，布局了電子信息、
新型材料等5個3000億級和智能家居等12個千億級
產業集群。目前全省百億級工業企業、國家級專精
特新 「小巨人」企業分別達到39家和374家，新的
增長點正在形成。

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考古大省。習近平
總書記在河南視察時用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
兩腳一踩就是秦磚漢瓦」，形象地講出了河南深厚
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文物資源。在 「中國這十年·
河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
政法委書記周霽答記者問時表示，河南實施文旅文
創融合戰略，塑造行走河南·讀懂中國品牌，目的
是加快建設文化強省。

周霽表示，重保護研究，讓文脈生生不息。中國
現代考古學從河南起步，中華文明探源從河南開
始。河南始終把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放在第一位，加
大重要遺址考古發掘力度，仰韶、殷墟等14項考古
項目入選 「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數量居全國
首位。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振興，太極拳、羅

山皮影戲等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代
表作名錄，先後獲批設立寶豐說唱文化、河洛文化
國家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

重全景展示，讓遊客心嚮往之。擦亮老家河南、
天下黃河、華夏古都、中國功夫等系列名片，精心
策劃文明起源、國家起源、逐鹿中原、先賢追尋、
姓氏尋根等16條主題文化線路，打造中華文明的探
源地、實證地和體驗地。以 「黃河魂·古都韻·中國
情」為主題形象，建設鄭汴洛國際文化旅遊目的
地。辦好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國際旅遊城市市長論
壇、世界古都論壇等，講好中原文化故事、中華文
明故事、中國發展故事。

重業態培優，讓文化更具魅力。河南堅持守正
創新，發展全鏈條文旅文創業態，堅持創意驅

動、美學引領、藝術點亮、科技賦能，打造更多
高品質文創產品， 「唐宮夜宴」、中國節日 「奇
妙遊」等節目火爆出圈，《風起洛陽》 「一部劇
帶火了一座城」，河南博物院 「盲盒」系列文創
產品等漂洋出海，數字賦能讓 「黃河非遺」活躍
在人們指尖。

重綜合體驗，讓服務更有品質。河南加快打造覆
蓋全省的通用航空機場群，規劃布局 「一環四縱六
橫」的旅遊公路網，重點建設 「黃河古都」 「太行
天路」 「生態伏牛」 「紅色大別」四條旅遊公路，
建成首批6個交旅融合示範工程、6家交旅融合示範
景區，為 「行走河南·讀懂中國」鋪就最美風景路。
讓人們在行走河南中觸摸歷史、感知文化、滋養精
神、讀懂中國。

黃河正在成為中原大地的 「綠色飄帶」

深化文旅文創融合 加快建設文化強省

河南實有市場主體893萬戶 位居中部六省第一

﹁三
個
清
單
﹂打
造
現
代
化
幹
部
隊
伍

在 「中國這十年·河南」主題新聞發
布會上，河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陳舜在發布會上表示，河南加速往前
跑，作為關鍵因素的幹部隊伍，首先
要領跑。領跑就要有領跑的本事，有
過硬的能力作風，這是河南開展 「能
力作風建設年」活動的根本原因。

「怎麼樣開展這項活動呢？根據省
委安排，不是在若干項工作之外再加
一項活動，而是通過活動本身，推動
工作落地，讓幹部在大戰大考中提升
能力，在攻堅克難中鍛造作風。」如
何實現工作和活動有機融合、相互促
進呢，陳舜介紹，河南是通過 「三個
清單」來落實這項活動。

第一個清單是重點問題清單。樓陽生
書記請省級黨政領導梳理出各自分管領
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共有63項。按照
這個模式，全省共梳理出問題 4015
項，列出清單，推動整改，及時銷號，
動態調整。比如，樓陽生書記在人民網
留言板上看到鞏義常莊村拆遷安置問
題。列入清單，有關部門立即調查，市
縣迅速制定整改方案，現在第一批安置
戶已經拿到鑰匙。同時，河南省政府就
這個問題在全省範圍開展普查，制定出
台專項規範文件，最大限度保障拆遷戶
的利益。目前，梳理出來的4015項問
題解決率達84.3%。

第二張清單是重點任務清單。圍繞
「十大戰略」，梳理出重點任務12015

項，分級分類列出清單。堅持 「項目
為王」，實施 「三個一批」項目建
設，就是以這個清單為基礎的。每個
季度，樓陽生書記、王凱省長都要參

加項目開工，現場檢查指導督導，形成了常態
化推進項目落地的機制。

第三張清單是重大改革清單。為了夯實基層
基礎，完善基層治理體系，提升基層治理能
力，河南重點抓兩項改革。一是關於鄉鎮層面
的，對鄉鎮體制機制進行改革，設置鄉鎮編制
機構，突出主責主業，加大力量下沉。到目前
「減縣補鄉」的編制已經達 7 萬多名，從機

制、力量上全面提升鄉鎮的綜合能力。二是關
於村（社區）一級的，通過 「五星」支部創
建，理清村（社區）基層組織幹什麼、怎麼
幹，明確具體的工作任務、考核指標、激勵機
制。對軟弱渙散的基層組織實行幹部派駐，目
前共派駐幹部2978名，限期解決問題，發揮基
層戰鬥堡壘作用。

「中國這十年·河南」 主題新聞發布會現場。

河南發布
十項重大戰略性技術研發成果
在 「中國這十年·河南」 主題新聞發布會上，

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現場發布了近年來河南的十
大科技創新成果。
第一項成果，今年7月25日，中國第一個擁

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並具有全球專利的1.1類治
療新冠肺炎小分子口服特效藥——阿茲夫定獲批
上市，發明人是鄭州大學的常俊標教授，研發企
業是河南省平頂山市的真實生物公司，目前該藥
已在河南投產。
第二項成果，河南省農科院許為鋼院士牽頭完

成的 「高產優質小麥新品種鄭麥7698的選育與
應用」 項目，畝產超過700公斤，解決了中國優
質強筋小麥產量普遍低於普通高產品種的難題。
第三項成果，鄭州機械研究所龍偉民研究員牽

頭完成的 「釺料無害化與高效釺焊技術及應用」
項目，解決了傳統釺焊製造中長期存在的能耗
高、效率低及可靠性差等技術難題，服務保障了
載人航天、西電東送等國家重大工程。
第四項成果，鄭州大學何季麟院士主持完成的
「平板顯示用高性能ITO靶材關鍵技術及工程
化」 項目，突破性解決了 「卡脖子」 技術難題，
在國內首次成功應用於京東方高世代TFT線。
第五項成果，河南仕佳光子安俊明研究員牽頭

完成的 「光網絡用光分路器芯片及陣列波導光柵
芯片關鍵技術及產業化」 項目，打破了國外對該
類芯片的技術壟斷，實現了中國光無源芯片自主
可控，為 「寬帶中國」 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六項成果，中鐵裝備集團教授級高工李建斌

牽頭完成的 「異形全斷面隧道掘進機設計製造關
鍵技術及應用」 項目，研製出世界首台馬蹄形盾
構機，掘進效率提高了5倍。
第七項成果，信息工程大學陳性元教授牽頭完

成的 「面向互聯網開放環境的重要信息系統安全
保障關鍵技術研究及應用」 項目，攻克了系統間
高可信數據交換等重大技術難題，建立了開放環
境條件下信息系統安全防護技術體系。
第八項成果，河南大學張治軍教授牽頭完成的
「自修復納米潤滑抗磨損材料」 項目，開發了納
米潤滑油脂配伍技術，實現了高端潤滑產品的進
口替代和在航空航天領域的廣泛應用。
第九項成果，中鋼洛耐研究院教授級高工李紅

霞牽頭完成的 「冶金功能耐火材料關鍵服役性能
協同提升技術及在精鍊連鑄中的應用」 項目，構
建了中國高端冶金功能耐火材料技術體系，研製
出四類新型冶金功能耐火材料，處於國際領先水
平。
第十項成果，河南農業大學康相濤教授牽頭完

成的 「地方雞保護利用技術體系創建與應用」 項
目，構建了國際首個雞泛基因組，培育了2個國
審新品種，授權32項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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