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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工信〔2022〕64号 签发人：付希强

办理结果：A

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对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第 120号提案的答复

李秀萍委员：

您在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120号提案《关于支

持在中心城区设立高端制造业开发园区的提案》收悉，经与市商

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等单位共同研究，现答

复如下：

一、工作基本情况

中心城区作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区位优越，

交通便利。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工信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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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贯彻楼阳生书记关于中心城市“起高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

“两个确保”，落实“十大战略”，以葛巧红书记在市委第十二届

党代会上提出的“构建中心城区‘中部隆起、联动两翼、多心带

动’的城市发展大格局”的战略构想为目标，坚定不移地强龙头、

壮集群、促集聚，大力推进中心城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1

年，城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12.5 亿元、占全市（511亿

元）41.6%，增速 3.5%（全市增速 4.1%）。今年 1-5月份，市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5.7%（全市 5.8%），高于全省（5.4%）

0.3个百分点，其中中站区 8.4%、示范区 5.5%、马村区 3.3%、

山阳区 2.6%、解放区-3.7%。

（一）明确产业发展定位

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坚持科学研判、

按图索骥、编用结合的原则，围绕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等六大

产业，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级化学品等 9个关键细分领域，

高质量编制了重点产业产业链、企业分布、核心技术、市场分布

等“四个图谱”，进一步明确了城区产业发展重点，指导各城区

有针对性地补足缺失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链水平、

培植“工业树”、打造“产业林”，精准推进中心城区先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心城区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和区位优势，围

绕“356”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正在加速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特色产业集群。中站区以龙佰集团、多氟多、开元化工等为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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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的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加快形成，锂离子电池新材料

产业集群入选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1-5月份新材料

产业同比增长 32.6%。马村区依托万方铝业，做大做强铝精深加

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以健康元和生物医药研究

院为核心，延长医药制造产业链，打造生物医药基地。示范区依

托蒙牛乳业、明仁天然药物等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依托

科瑞森、厦工机械等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焦作市工业设计产业研

究院和中原工业设计城是全省第一个成型的工业设计发展的载

体和平台。解放区大力发展园区经济、数字经济，焦作市 5G产

业园、地理信息产业园等一批城市园区在项目招引、产业发展方

面成效显著。山阳区汉河电缆、东方锅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集

群加快发展。

（二）制定产业发展政策

自 2018年以来，我市先后出台《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意见》（焦政〔2018〕7 号）、《中共焦

作市委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焦发〔2019〕6 号）、《关于打造黄河流域先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意见》（焦发〔2020〕16号）、《关于促进工

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焦发〔2020〕17号）等

文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申报有关技术改造、工业

强基工程、重大专项、节能减排等资金支持的项目，予以优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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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协助 147家企业争取荣誉（平台）38项，其中 30家企业争

取国家级荣誉（平台）11项。2022年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全省共计 10.8亿元），我市共获批 1.14亿元（占 10.6%），

包括技改示范类、“机器换人”示范项目、首台套重大装备奖励

和保费补助、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多项奖励。其中，技改示

范类资金共 6.9亿元，我市 29个项目共获批 1.01亿元（占 14.6%），

获批项目个数及金额均位居全省首位，超过郑州、洛阳、新乡等

地市。中站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城区共获批技改示范类资金

4652亿元，占全市资金总数的 46.1%。

（三）加大企业培育力度

2022 年，在市委书记葛巧红的指导下，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牵头起草印发了《关于实施“添翼计划”加快企业梯次培育的意

见》等文件，建立 100家大企业集团培育对象名单、300家“专

精特新”种子企业培育名单和 721家工业企业“小升规”种子培

育库，完善企业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培育机制，其中中

心城区共 37家企业纳入大企业集团培育对象名单。2021年底，

全市共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865家，其中五城区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195家，占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的近四分之一，其中中站区 66

家，其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78.6%，远超

全市平均水平。2022年 1-4月份，市区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5.3%，利润总和增长 21.1%。2家营收百亿元以上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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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龙佰集团 210亿、焦煤集团 149.5亿）均位于市区，全市 299

家超亿元工业企业中城区企业 78家、占比 26%，100家大企业

集团培育对象中市区企业 37家，龙佰集团入围 2021年中国制造

业企业 500强，跻身中国石化企业 100强，多氟多等 5家企业入

选“河南省 2021年制造业头雁企业”。市区现有“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44家、占全市（145家）比例 30.3%。

（四）推进企业项目建设

2022 年，中心城区重点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项目 195 个、数

量占全市（499 个）39%，年度计划投资 163.3 亿元，截至 6月

底完成投资 109.2亿元、占全市已完成投资（323亿元）的 33.8%，

完成年度投资进度的 66.9%。158个“四化改造”项目、数量占

全市（386个）40.9%，年度计划投资 142.5亿元，完成投资 94.8

亿元、占全市已完成投资（248.8 亿元）的 38.1%，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 66.5%。去年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共累计收集

中心城区企业诉求 380个、已解决 365个，解决率达到 96.1%。

发挥“万人助万企”活动牵头单位作用，梳理各项涉工业企业惠

企政策，发布申报指南，组织发改、财政、金融等部门开展 5期

线上惠企助企政策宣讲，逐条逐项解读政策内容。认真落实服务

企业工作机制，先后召开十余次问题协调会，研究解决了千业水

泥、宏达运输内部加油装置运行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困难

问题，多氟多、安彩新材料项目手续办理等困扰企业发展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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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问题。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

体纾困解难的三十条措施》并积极帮助企业向上对接争取省级满

负荷生产资金，经市县联动协同推进，共有 114家规上工业企业

符合奖励条件并全部通过审核，涉及奖励金额 1410万元，有力

推动工业企业复工达产、挖潜增效。

二、下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继续配合市发改委做好中心城

区开发区建设，聚焦中心城区产业发展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在企

业培育上出实招、下实功、谋实效，在延链、补链、强链上做文

章。一是进一步明确各城区产业定位。一方面加快推动城区传统

产业“换道领跑”，大力发展智能装备、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

另一方面创新发展工业设计、科技研发、节能环保服务、数字经

济及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在不断夯实中心城区“起高峰”产业

基础的同时，形成与县域经济统筹推进、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

良好局面。二是加强城市产业集群配套建设。推动焦材焦用、焦

用焦材，加快产业集群内重点企业的上下游及相关产业链的配套

建设，形成上下游互动、左右岸协同的产业配套体系。利用本地

产业链招商引资，吸引更优秀的企业进入本地产业集群中。三是

加大企业培育力度壮大产业规模。只有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升

企业竞争力，形成企业集聚，才能显现产业的集聚效应。积极引

导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向龙佰集团、多氟多、万方铝业、蒙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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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等企业聚集，发挥他们在集群中的带动、辐射、示范作用，

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素质。要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深化“升规

入统”，加快企业“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鼓励企业深耕细分市

场、专注核心主业、突破关键技术。

在此，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指导，欢迎以后继续

对我市工业企业发展给予关注、支持，一如既往地多提宝贵意见

和建议。

2022年 7月 26日



— 8 —

联系单位：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联系电话：3569411

联 系 人：李志翔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1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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