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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万人助万企”活动

简 报
2023 年第 66 期（总第 308 期）

平顶山市“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8月10日

★县级动态

舞钢市包企助企“一个也不少”

近年来，舞钢市做深做实“万人助万企”活动，创新开

发出全省首家营商助企网络平台，全方位开展经营主体网格

包联，服务对象从最开始的 68 家拓展到 7600 多家，连续两

年在河南省县域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第一方阵，蝉联平顶山

市第一名。

一个不少，企业包联全覆盖。将大中小微企业纳入网格

化管理，组建 29 个一级网格、224 个二级网格，选派 1118

名党员干部担任网格员服务企业，每月比对数据，及时为新

办企业安排网格员，真正做到包联全覆盖、服务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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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包联调度有平台。为了解决经营主体多、状

态变化快等对包联工作带来的挑战，舞钢市开发了钢城营商

助企网络平台，通过管理端、网格员端、企业端联动，实现

前端信息实时交互、后台数据实时统计。

码上服务，走访信息全记录。扫一扫平台企业码，就能

看到企业的全部信息和网格员的走访记录，让助企干部更有

精力为企业服务。平台为每个企业生成企业码，建立电子走

访台账，做到服务过程可溯可查，极大方便了网格员统筹管

理。

双线发力，惠企政策精准享。聚焦惠企政策获取难、享

受难问题，线上，依托惠企政策网络平台，整合惠企政策，

精准化解读、条目式展示、智能化匹配；线下，网格员“面

对面”宣传，帮助企业代办申请，跟踪落实情况，助推惠企

政策应享尽享。

叶县“四位一体”创业扶持
为大学生就业开辟“新赛道”

近年来，叶县抢抓毕业生求职重要“窗口期”，以平台、

政策、培训和服务去牵线、架桥、造血、铺路，全力打好高

校毕业生就业“组合拳”，实现就业服务从“最先一公里”

到“最后一公里”的全链条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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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大资金支持。出台了《叶县推动返乡创业助力乡

村振兴实施方案》和 20 条硬核举措，县财政每年整合不低

于 2 亿元资金支持返乡创业，相继为大学生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335 万元，有效解决了创业资金难题。二是推动政策落实。

加强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孵化、创业辅导“四位

一体”创业扶持政策落实，组织省、市两级大众创业导师团

走基层活动，对返乡创业大学生进行“一对一、多对一”辅

导，帮助实现返乡、下乡创业 8166 人、创办经营主体 5498

个，带动就业 2 万人。三是细化就业举措。大力实施“131”

就业援助服务，对毕业大学生至少提供 1 次职业指导、3 次

岗位推介、1 次技能培训或 1 次就业见习机会，通过进工地、

进厂房、进社区，以“政策解读+案例剖析+答疑释惑”的方

式，落实落细就业举措。四是创新服务机制。创新与江苏昆

山、福建东桥等地建立“20+20”人力资源合作机制，为在

昆山务工人员及在外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维权等一站式

“服务”3 万余人次；在全县范围内搜集隆鑫机车、伟强科

技等 200 余家企业，通过举办春风行动、网络直播招聘等途

径发布招聘信息，发布就业岗位3万余个，达成就业意向2196

人，其中毕业大学生有 900 多人。五是强化技能培训。组织

大学生开展“万名学子进千企、百家企业进校园”融合交流

活动，将技能培训引入产业园区、搬进企业厂房，采取校企

联合、产教融合、学用结合等灵活形式，帮助 1000 余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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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毕业生在企业实现高质量就业；叶县新匠人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针对大学生群体，专门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健康管理师

等符合其就业兴趣和方向的培训和取证工作课程；叶县人社

局积极与平顶山质量工程学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培训机

构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专业技能培训，并成立 22

家就业见习基地，开展毕业大学生就业见习 319 人。

今年以来，叶县共为 256 家用工企业发布招聘岗位 2 万

多个，接受咨询 4826 人次，帮助高校毕业生等群体 800 人

实现就业，全方位助力大学生“能就业”、“就好业”、“创

好业”。

卫东区招商引资工作按下“快进键”

今年以来，卫东区紧紧围绕“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典范区”战略定位，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推动全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健全工作机制、精心谋划重点、优化招

商方式，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截至7月底，全区新引

进亿元以上项目31个，合同总金额96.57亿元，实际到位省

外资金（含续建项目）84.3亿元。

健全机制，打造招商引资“强引擎”。一是建立全过程

服务机制。将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纳入全区重点项目年度计

划，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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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模式，每月召开重点项目推进工

作点评会，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全面抓实从项目引进、手续

办理、开工建设、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见

效。二是实行项目预评机制。规范项目评价审定程序，组建

项目评估团队，重点评判企业实力、投资目的、项目合适度

和前景性，不定期开展项目会商评审，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三是严格招引奖惩机制。修订完善招商引资工作考评办法实

施细则，实施周通报、月排名、季奖惩。加大招商引资工作

目标绩效考核力度，对招商引资工作成绩突出的，同等条件

下优先提拔使用；对推进工作不力，特别是在重大招商项目

引进和落地建设工作中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的，严肃追责问责。

谋划重点，打通招商引资“快车道”。围绕电子半导体

等主导产业发展，统筹实施“四字布局”，拓宽招商引资领

域。一是绘准“四张图谱”。精心绘制碳化硅单晶产业链、

企业分布、市场分布、核心技术“四张图谱”，以电子半导

体产业建链、补链为重点，拜访对接上下游企业，紧盯洽谈

项目和拟签约项目。今年以来，新引进的亿元以上项目中，

延链补链项目达到21个，占比78%。二是做实“四个拜访”。

梳理顶尖科研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行业领军企业和相关

专家及技术人才信息，加大拜访力度，提升招商引资针对性。

今年以来，赴外地考察对接20余次，拜访半导体行业领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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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62家、专家学者20名，邀请重要客商43名。三是建好“四

个清单”。建立重点项目、目标企业、资源要素、项目推介

清单，全面量化招商引资年度目标任务，收录重点企业情况，

助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先后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6个，收集发布项目21个，总投资132.5亿元。

优化方式，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一是实施科技招商。

发挥平顶山市科技大市场和摩米创新工场等创新平台资源

优势，与电子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成功开发神马帘子布“质量溯源—电子标签智能化改

造”项目，开展矸石分选等5个智能化项目改造。其中井下

煤矸石智能分选技术位居国际领先地位。二是推进合作招

商。依托平煤神马集团、平棉公司、热电公司等支柱企业，

合力拓展招商渠道。今年以来，先后引进山东矿机有限公司

大型矿机智能化生产线、山西美锦集团锦辉煤业有限公司绿

色减碳年产3亿立方瓦斯抽采综合利用等项目9个，总投资

59.1亿元。三是开展亲情招商。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

积极参加豫商大会、产业转移发展大会，举办粤港澳大湾区

系列招商推介活动，组织召开豫籍人才恳谈会，走访慰问返

乡优秀人士35人次，聘请7人为卫东区“招商大使”，收集

有意返乡投资的优质项目线索11个、已落地项目6个，其中

投资15亿元的碳硅复合新材料生产项目作为全市唯一代表

在2023全球豫商大会主会场成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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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东公安分局
“万警助万企”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新突破

今年以来，卫东公安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

企”活动为抓手，以“三项清理”“五大行动”为职责，持

续实行班子成员、内设机构和社区民警分包联系企业机制，

开展常态化走访服务，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新突破。

在联系企业中提升工作能力。助企民警通过走访询问、

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深入企业一线，主动征求企业对

营商环境、治安状况以及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对当下能够

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对需要其他部门协助解决的问题，

持续沟通联络，帮助出谋划策，努力化解问题。今年以来，

累计走访企业 500 余次，有效提升了综合业务能力水平。

在解决问题中提高治理效能。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

相统一，对 70 家联系企业实行“一企业一档案”机制，将

收集的问题归类整理，形成问题台账，既让惠企政策措施直

达企业，又为助企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通过定期研判分析，

成功帮助企业化解“飞线问题”、“线树矛盾”、交通问题

等一大批长期困扰企业生产经营的难题。今年以来，累计有

效化解问题风险 78 个，实现了影响社会稳定涉企案事件“零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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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击防范中提质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始终保持对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

压态势，不间断开展行业场所清查和集中突击检查，指导 10

余家企业增设物防技防设施，定期向 15 家大型企业通报周

边地区警情分析、治安动态等预警信息和涉企犯罪预警提

示，及时预警、高效化解工程建设、占地拆迁、围堵企业大

门等涉企矛盾 23 起，有效净化企业及周边治安环境，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

高新区创新科技服务方式
打造全产业链科技服务综合体

企业出题我来答，精准服务解难题。结合科技服务综合

体工作，聚焦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科技创新难点、困点，进车

间、到岗位、走一线，实现企业咨询“零跑腿”。通过“科

技之窗微信公众号”“科技之窗 APP 移动客户端”“科技之

窗抖音号”等平台，将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搬到”网上，为

企业提供常态化、高效率、全方位的“贴心式”服务。

百名博士进高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积极推进“百名博

士进高新”、“百家企业进高校”、“百家企业进课堂”等

活动，充分发挥博士人才对企业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引导

人才智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高校智力资源与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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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源、科研与生产的深度融合。目前已促成并筛选出首

批 35 家企业与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两大高校 33 名博

士人才达成合作意向，涵盖尼龙新材料、电气装备制造、新

能源、中药材等多个优势产业领域。

智慧岛综合体，为企业立体赋能。以平顶山智慧岛建设

运营为抓手，瞄准河南省智慧岛标准“三空间二平台一示范”

功能定位，聚焦尼龙新材料和电气装备制造等领域创新需

求，谋划“一核两带三组团”发展布局。实行企业“创新积

分制”，建立创新积分制信息服务平台，构建“政府＋金融

机构＋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合作机制，引导科技金融向

企业集聚，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流程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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