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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一 份 充 满 感 动 、提 振 信 心 的“ 成 绩

单”——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市 2630 名助企干部

联系走访 3512 家企业，市、县两级“万人助企

联乡帮村”活动办（以下简称活动办）累计收集

办 理 企 业 反 映 的 各 类 问 题 4153 个 ，办 结 率

100%（不含涉法涉诉类问题）。其中，2022 年

以来共收集和办结问题 902个。

得益于“万人助企”活动的开展，目前，许

昌电力装备、硅碳新材料等 11 个重点产业链

条不断拉长、完善，8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

发展壮大，许昌智能电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成

功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襄城

县硅碳新材料产业集群获批首批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和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禹州市、长葛市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名单……

省委书记楼阳生曾指出，“万人助万企”不

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策。从炎炎夏日到漫

天风雪，全市助企干部深入工厂车间，变身政

策“宣传员”、项目“代办员”、问题“协调员”。

一场场宣讲会，让企业熟悉了国家惠企政策；

一趟趟实地探访，摸清了企业的困难诉求；一

次次来回奔波，帮助企业解决了实际难题。

许 昌 市 坚 持 市 委 书 记 和 市 长 任“ 双 组
长”的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充分利用企业服
务工作周例会、项目建设周例会、招商引资
周 例 会 、月 讲 评 通 报 等 工 作 机 制 ，落 实

“13710”“三单制”等工作机制。全市企业问
题办理满意率达到 99.8%，成为全省第一个
与省“万人助万企”活动办信息化平台打通
的地市。

助企工作千头万绪，如何高效统筹干事

的人和要干的事，助企解难打造营商环境新
高地？

为企纾困，制度先行。
许 昌 市 坚 持 市 委 书 记 和 市 长 任“ 双 组

长”的领导小组工作机制，落实每月 10 日、20
日的助企“双十工作日”制度和交办单、催办
单、问效建议单“三单制”办理制度，市级层
面成立金融服务、产业发展、要素保障、涉法
涉诉四个由分管副市长负责的专项工作小

组，分管市领导带领牵头承办单位进行研究
解决。

市 政 府 主 要 领 导 主 持 召 开 周 交 办 工 作
会，分管市领导每周召开企业服务、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周例会，实行月讲评积分排名通
报制度，对已办结问题实行“回头看”，组织企
业填写问卷调查和企业填写问题办理评价
单，切实提高“问题解决率”“企业满意度”。
全市企业问题办理满意率达到 99.8%

为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许昌
对全市 32 名市级领导和 2742 名干部联系的
3975 家企业进行了动态调整，使助企力量进
一步加强，“万人助企”活动更加充满活力；
将省委提出的“八个深化”和市委提出的发
展经济主要工作任务纳入《许昌市“万人助
企”活动 2022 年工作方案》《许昌市“万人助
企”活动考核评价工作方案》，以工作台账形
式 管 理 调 度 ；充 分 利 用 企 业 服 务 工 作 周 例

会、项目建设周例会、招商引资周例会、月讲
评通报等工作机制，落实“13710”“三单制”
等工作机制。

此外，我市大力开发投用信息化平台，
全 市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全 部 完 成 登 录 注 册 工
作 ，15 个 市 直 涉 企 部 门 发 布 政 策 113 条 ，累
计 汇 集 涉 企 政 策 4 万 多 条 ，成 为 全 省 第 一
个与省“万人助万企”活动办信息化平台打
通的地市。

站位“高” 坚持高位推动 强化机制保障

许昌实行“三办”联动，巩固双线嵌合，保
障经济运行；采取“重大问题政府研判、复杂
问题专班推进 、个性问题一企一策”解决机
制，打好助企“组合拳”。

用地空间不足、资金紧张、电力缺口大、
用工短缺……企业遇到的一个个实际困难很
可能就是一道道“生死关”。许昌在“万人助
企”活动中，特别注重强化要素保障，让企业
经营能安心、发展有信心。

电压大幅波动几秒钟，就可能造成生产
线停机、原材料报废。为此，河南黄河旋风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旋风）董事长庞文
龙一度急得团团转：“要是这个问题不解决，
企业扩产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黄河旋风是

国内超硬材料行业领军企业，新上的“超大腔
体智能化锻造压机合成钻石产业化”项目，将
形成年产培育钻石 72 万克拉的生产能力。由
于新项目对供电可靠性有超出国家标准的特
殊需求，原有供电方式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
需要。

了解这一情况后，市活动办积极主动与
省、市电力部门协调对接，着眼长远帮助企业
破解发展瓶颈。如今，黄河旋风的专用变电
站——110 千伏“钻石”变电站投运，为企业加
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服务企业无小事，点点滴滴暖人心。这
只是许昌各级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帮助
企 业 解 难 题 ，和 企 业 共 同 谋 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
许昌市采取“重大问题政府研判、复杂

问题专班推进、个性问题一企一策”解决机
制，打好助企“组合拳”，着力解决制约企
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重点、关键点
问题。

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许昌市着眼全局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市活动
办持续加强与市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经济运行
调度机制指挥部办公室、市稳经济重要项目
集中攻坚行动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联动，巩
固双线嵌合工作机制；建立省、市、县三级“白
名单”体系，获批省级“白名单”工业企业 211
家，认定市级“白名单”工业企业 812 家、县级

“白名单”工业企业 161 家，占全市规上工业企
业的 80%以上，通过优服务、强保障、解难题，
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双线兼顾、双战双
赢。

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许昌市
积极开展政策对接活动，确保企业“应享尽
享”。2022 年，我市累计开展政策、产销、银
企、用工、产学研、“两化”融合对接活动 483
场，签约销售金额 29 亿元，融资 60.16 亿元，开
发用工岗位 95679 个。六项对接活动的开展，
有效打通了产业发展遇到的堵点、卡点、痛点
问题，推动了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
链、政策链深度耦合。

针 对 企 业 反 映 突 出 的 共 性

问题，我市深入开展专题研究，发掘深层次
问题，注重系统性、根本性解决，运用“点办
理、批处理”工作机制，加速制定政策建议和
制度规范；针对个性问题，由问题承办单位
主导，企业、助企干部、工作组等多方参与协
商，精准核实企业困难和问题具体情况，研
究解决办法，采取量身定制的方式，因企施
策、精准解决。

此外，我市建立市清欠办、市纪委监委、
市营商环境办公室、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市财
政局等部门联合推动中小企业清欠工作的联

动工作机制，中小企业账款清偿
金额总量、清欠问题化解

率均居全省前列。

措施“实” 打好助企组合拳 分级分类解决问题

“项目为王”，企业先行。许昌把创
新驱动作为助企发展的第一动力和最强
动能，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60%以上。

“感谢‘万人助企’活动！项目推进
过程中有啥问题，各级各部门和助企干
部随时帮助我们解决。从打下第一根
桩基到点火，许昌安彩光伏玻璃项目仅
用 了 11 个 月 ，在 国 内 同 类 型 项 目 中 用
时 最 短 ，比 预 定 建 设 工 期 提 前 了 16 个
月！”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庆勇深有感触地说。据了解，该项
目是河南投资集团与许昌市和襄城县
携手打造千亿元级光伏新能源产业集
群的首个落地项目，将进一步优化襄城
新能源产业布局和发展生态，也将为推
动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襄城样板。

同样，在许昌德通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起“万人助企”活动对
企业发展的帮助，该公司总经理孟超
对记者说，该公司是振动搅拌装备领
域的“隐形冠军”，以前一直是人工焊
接核心零部件，精度差、耗材多，亟
待转型升级。由于智能装备必须量身
定 做 ， 他 们 找 过 国 内 外 几 家 科 研 机
构 ， 不 是 报 价 离 谱 ， 就 是 售 后 不 佳 ，
只好放弃。“万人助企”活动开展后，
许昌市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开始在全
国‘引智’，最终瞄准了中科院合肥智
能 机 械 研 究 所 。 在 政 府 部 门 的 撮 合
下，双方成功“联姻”，使产品的一次
校验合格率由 80%提升至 95%，新增销
售收入 4259 万元。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许昌市把创新驱动作为助企发展

的 第 一 动 力 和 最 强 动 能 ，加 大 创 新 投
入 力 度 ，培 育 创 新 型 企 业 。 我 市 与 中

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共建（许昌）人
工 智 能 实 验 室 ，并 建 设 中 原 人 工 智 能
计 算 中 心 ，成 立 华 为（许 昌）人 工 智 能
与智能制造创新中心。许昌高新区成
功获批国家级高新区。河南硅烷科技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硅 烷 科
技）通过与上海交大进行合作，生产出
8N 级 高 出 硅 烷 气 。 黄 河 旋 风 组 建 河
南 省 金 刚 石 材 料 产 业 研 究 院 ，智 能 化
锻造压机合成砖石产业化项目填补国
内空白。

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
覆盖率已突破 57%，居全省第 5 位；23 家
企业被认定为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数
量居全省第 4 位；2 个项目获批省级重
大科技专项，争取省级支持资金 2700 万
元，立项数和争取资金数均居全省第 3
位；3 个项目获得省级“揭榜挂帅”项目
立项，数量居全省第 2 位；新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 102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390 家，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在 60%以上 ；主板上市公司达到
10 家 ，数 量 居 全 省 第 3 位 ；国 家 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 家，总
数达 24 家，居全省第 4 位；开展企
业 绿 色 化 改 造 ，新 增 省 级 绿 色 工
厂 、绿 色 供 应 链 、绿 色 设 计 产 品 14
个，数量居全省第 3 位；技改投资占
工业投资的 32.6%，高于高质量考核
省定目标 6.7 个百分点；襄城县金萌光
伏组件项目、建安区育辰飞通信元器件
项 目 等 38 个 项 目 建 成 完 工 ；持 续 深 化
对德合作，累计签订对德合作项目协议
139 个，其中落地 70 个，签约数和落地
数均居全省首位；法国圣戈班集团建筑
科技材料项目顺利推进，全省首个德国
独资项目——百菲萨电炉除尘灰项目
建成投产。

效果“显” “项目为王”创新引领 激活发展动力源

树牢“工业兴市、制造业强市”理念，
通过实施“八大行动”，锲而不舍地打造
亲商、助商、安商、富商发展环境，全力破
解企业发展难题。

积 力 所 举 无 不 胜 ，众 智 所 为 无 不
成。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许昌将持续树
牢“工业兴市、制造业强市”理念，通过实
施“八大行动”（政策落实攻坚行动、企业
成长助力行动、数字赋能提升行动、项目
投资突破行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通行
动、科技创新引领行动、六项对接深化行

动、要素保障稳基行动），不断拉高标杆、
强化措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
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提供
有力支撑。

在强化科技赋能方面，实施产业链
和创新链融合工程、创新载体平台跨越
工程、创新主体培育工程、创新人才集聚
工程、科技金融融合工程、创新生态优化
工程等，产业链、创新链、政策链、资金链
进一步融合，基本形成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力争科技创新整
体水平居全省前列。

在狠抓项目建设方面，牢固树立“项
目为王”理念，建立全生命周期项目建设
推进机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要素
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重大
问题；建立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机制，制定
制度化推进项目谋划、储备、熟化、前期
等工作指引，全面提升项目包装质量和
成熟度。

在狠抓产业培育方面，实施产业链
群再造行动，巩固重塑传统优势产业链，
加快电力装备、汽车零部件、电梯、环保
装备等装备制造产业链提质；推动硅碳

新材料、超硬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延链提
质；狠抓开放招商、企业培育、数字赋能，
不断夯实发展后劲。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许
昌市党员干部将继续以强烈的“主人
翁 ” 精 神 和 “ 店 小 二 ” 姿 态 ， 做 足

“绣花”功夫，锲而不舍地打造亲商、
助商、安商、富商发展环境，全力破
解企业发展难题，为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许昌新的更
大贡献！

方向“明” 厚植发展沃土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郑许市域铁路联
调联试 本报记者 乔
利峰 摄

1月 30日，市委书记史根治（右）在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调研企业复
工复产情况。 本报记者 牛书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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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抓发展 全力以赴拼经济

市长刘涛（中）在河南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我市重点项目建
设情况。 李旭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