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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工信〔202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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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号提案的答复

马建军委员：

您在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176 号提案《关于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提案》

收悉，经与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共同

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工作基本情况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换道领跑战略以来，市工信局深入实

施“十大战略”，围绕“356”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坚持工业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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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不动摇，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目标，以

“产业+企业+项目”为载体，着力在延链、补链、强链上做文章，

在未来产业上前瞻布局、在新兴产业上抢滩占先、在传统产业上

高位嫁接，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新型工业化

发展道路，加快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

市制造业结构逐步优化，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业质量效益不断

提升，成功实现了由“黑色印象”向“绿色主题”转型，走出了

一条具有焦作特色的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之路。总体上，我市工

业经济转型升级在全省处于“领头雁”位置，正在从“先行先试”

迈向“先行示范”。

（一）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围绕“356”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市委

市政府的指导下，先后起草印发了《关于印发焦作市加快传统产

业提质发展行动方案等三个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焦作市2022

年“四化改造”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关于公布 2022年全市

工业转型升级项目的通知》等文件，加速我市“传统+新兴+未来”

产业体系协调发展。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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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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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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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产业林”。2022年 1-5月，全市“356”产业同比增长 6.8%，

拉动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 5.8个百分点。其中，高端装备、绿色

食品、新材料三大重点培育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分别增长 19.5%、16.3%、32.6%，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7

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增加值同比增长 16.1%，

新型显示及智能终端、生物医药、5G、节能环保、新能源及网

联汽车、智能装备等六大百亿级产业集群总体同比增长 30.9%。

（二）纵深推进“四化改造”

一是技术改造高端化加快推进。始终把技改项目建设作为工

业转型的重要载体，以产业高端化、技术尖端化、质量顶端化为

目标，蓄积产业发展新动能。2021年，全市 394个“四化改造”

项目，总投资 927.5亿元，年完成投资 389.8亿元，超出年度计

划 9.6个百分点。我市技改项目、重点技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位

居全省第 5位。二是积蓄智能制造新生动能。天香面业入选国家

企业上云典型案例，平原光电获评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典型示范，科瑞森获评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风神轮

胎、中纬测绘获评省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蒙牛乳业获得省

级智能标杆企业，龙佰集团、隆丰皮草等 6家企业获得省级智能

工厂（车间）。我市智能制造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获评全省

智能制造考核优秀市。三是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沁阳宏达钢

铁、多氟多新材料、沁阳金隅 3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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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宏达钢铁被推荐至国家工信部，有望成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佰利联新材料的钛白粉等 6 种产品被推荐参评国家级绿色设计

产品，数量居全省第 2。四是服务型制造转型逐步加快。中原工

业设计城等 4 家企业成功申报第四批省级工业设计产业园区及

设计中心，共累计建设 9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居全省第 3位。

加快国家级、省级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培育，科瑞森获评第三批

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法恩莱特等 3家企业获评省服务型

制造示范企业。

（三）加快实施“添翼计划”

一是建立梯次培育机制。印发了《关于实施“添翼计划”加

快企业梯次培育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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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培育机制。

二是持续实施大企业集团培育工程。龙佰集团入围 2021年中国

制造业企业 500强（第 447位），跻身中国石化企业 100强。中

原内配等 6家企业入选 2021年河南省企业 100强。河南制造业

企业 100强我市入围 10家。多氟多等 5家企业入选“河南省 2021

年制造业头雁企业”，数量居全省第 5位；中铝中州等 7家企业

入选“河南省 2021年制造业重点培育头雁企业”，数量居全省第

3位。三是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重点培育和

扶持省、市“专精特新”优质中小企业库入库企业，加快培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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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2021 年，56 家企业被认定为

2021年度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家企业被认定为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均居全省第 5位。4家企业获评国家级重

点“小巨人”，数量位居全省第 1位。

（四）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市工信局充分发挥全市“万人助万企”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牵头引领作用，第一时间研究制定活动方案，突出六个精准，聚

焦“三业”“五链”，筹备召开全市“万人助万企”动员大会及推

进会，印发《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万人助万企”十项重点措

施》,着力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截止 2021年底，全市“万人

助万企”活动全市共收集问题 1117个，累计解决 1076个，问题

解决率达 96.3%，我市获评 2021 年度全省“万人助万企”活动

优秀省辖市。一是坚持领导带头，成立了四大班子领导率先垂范，

带领 36个市直部门县级干部、959名县（市）区干部和 36名金

融机构助企干部，包联 1067家重点企业的包联机制，高位推动

助企工作。二是坚持科学有序，市活动领导小组顶层设计、统筹

引领，成立六个市级服务工作组综合协调指导各县（市、区）开

展助企活动，六个功能性服务专班专项分类化解难题。依托“企

业纾困 360平台”建立总调度室，全程线上推进问题交办、进度

监测、结果反馈。三是坚持协同联动，市级层面先后召开活动动

员会和季度工作推进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召开月调度会、组



— 6 —

织召开首批问题交办会、服务专班解决问题交办会；针对助企干

部先后组织开展入企工作专项培训会、线上总调度室工作培训会

和三期“万人助万企”助企干部政策宣讲专题培训会等。四是坚

持营造氛围，编印活动简报 128期，我市活动开展信息被省活动

办采用 60次，省活动办对我市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刊发专期简

报向全省推介了我市坚持“六个精准”、奏响助企发展最强音的

经验做法；河南日报、学习强国平台、今日头条、澎湃在线等媒

体均对我市“万人助万企”活动典型做法进行了宣传报道。

二、下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们将紧密结合全省“万人驻万企”活动“躬身入局、

履职尽责；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要求，聚焦“三业（产业、

企业、企业家）“五链（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制

度链），坚持三个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通过

“换道领跑”重新打造出经过新技术、新模式、新管理改造的新

产业体系，通过技术改造和信息化嫁接实现老树发新芽，持续推

动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是运用各类渠道广泛开展惠企政策

宣传解读，建立重点工业企业应享受政策台账，逐一落实，确保

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积极落实全省第二季度满负荷生产的

奖励政策，为更多企业争取享受到政策红利，鼓励企业满负荷生

产、挖潜增效。二是深化制造业科技创新。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

地位,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指导省氟基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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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争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指导强耐新材等企业申报 2022

年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推进我市已认定的两家产业研究院建设

运行工作，确保尽早形成创新项目成果。三是突出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提升数字经济牵引能力。以智能制造

为主线，全力推进两化融合对标、贯标工作，持续推进中小企业

上云上平台，加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标杆企业培育等工

作。建设完成龙佰集团、中原内配 2个“5G+工业互联网”样板

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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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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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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