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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高新区 2024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
工作谋划

今年以来，高新区立足职能定位、突出主责主业，全力以赴

抓招商、建项目、优环境、促发展，确保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各

项指标稳中有进。

一、上半年主要工作成效

元至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00.7亿元，

同比增长 1%；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427 亿元，同比增长 3.2%；实

现工业增加值 68.5 亿元，同比增长 13.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6.4 亿元，同比增长 14.1%；在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考核中综合排

名第 2 名。在 7 月 3 日公布的 2023 年度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综合考核评价结果中，位居全省 166 家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一档第

9 名，成功晋升“三星级”开发区。荣获“2023 年度全省经济技

术开发区对外开放工作先进单位”“2023 年度河南省火炬统计工

作先进单位”“2023 年度应急预案管理及演练工作先进单位”“第

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十五届河南省创新创业

大赛优秀组织奖”；辖区企业优克电子凭借“高性能铜及贵金属

丝线材关键制备加工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二、下半年重点项目谋划情况

聚焦氢能、钢产品深加工、电子信息及新质生产力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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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引进、实施一批优质项目，加速传统产业延链“焕”新、

新兴产业建链“蓄”能。

（一）抢抓时机加速氢能综合利用产业园布局建设

以深入实施“332”千百亿产业集群培育工程为抓手，紧抓

省级层面调剂 60 万吨焦化产能有利契机，加快推动总投资 104

亿元的氢能综合利用产业园谋划建设，着力打造涵盖“制氢、储

氢、运氢、加氢、用氢”全产业链条的国内一流氢能产业基地。

下半年，将重点与金马能源、省投资集团等做好对接联动，以构

建全省氢气输送“主动脉”和建设氢能应用示范园区为主线，加

速推进总投资 50 亿元的输氢管廊、总投资 32 亿元的氢能产业园

区以及总投资10亿元的年产15万吨绿色甲醇等3个项目磋商洽

谈，力争在年底前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依托龙头推动钢产品深加工产业园结构优化

以培育千亿级钢产品深加工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目标，加

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把握，持续激发济源钢铁、中钢集团郑

州研究院等龙头示范作用，推动钢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条向高端延

伸。全力服务在建项目，确保年底前总投资 5 亿元的年产 4 万吨

汽车用高品质弹性材料产业升级项目一期建成投用、总投资1.52

亿元的年产 500 台装卸胎智能机械手项目完成厂房主体建设。密

切跟进意向项目，加紧推动总投资 5 亿元的广东奥赛淬火-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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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钢丝制造、总投资 2 亿元的广州华德汽车弹簧等 2 个意向项

目落地实施。抓实项目谋划储备，着眼高端零部件领域，加大比

亚迪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中车集团风电高端紧固件、储能设备

生产制造、高端装备产业园等总投资 30 亿元的 7 个重点项目考

察对接，力争早日达成合作。

（三）挖潜增新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园链条延伸

以培育两百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目标，依托富联科技等

龙头企业，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技术创新为支撑、产业配套为重

点，全力挖潜、精准招商，加速电子信息产业延链、强链。重点

推动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壮大，全速推进总投资 30 亿元的精密制

造项目，确保年底前完成厂房主体建设；与工业富联高层密集对

接，加大对总投资 10 亿元的智能医疗器械、5 亿元的云计算中

心、3 亿元的机器人研发制造等 3 个项目的洽谈引进力度。同时，

加快产城融合第一先行区打造，有序实施总投资 8.16 亿元涵盖

基础设施、商贸服务、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配套保障项目。全力加

速电子配套及信息技术领域产业延链扩圈，推动投资 5 亿元的年

产 4 万吨高端电子产业新材料项目提速建设，争取总投资 15 亿

元的埃斯顿工业机器人项目达成合作意向。不断提高项目选育挖

掘能力，完善电子信息产业链图谱，建立招商项目库，根据已筛

选的 30 余家重点对接企业，下一步将赴重庆、湖北等地开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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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招商考察活动。

（四）引育结合促进新质生产力样板区发展壮大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立足产业基础、集聚创新要素、

用好存量空间，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发展智

能制造、现代数智创新、生命健康三个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区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样板。加快签约项目实施，

确保总投资 3 亿元的年产 500 万片汽车中控触摸 TP 及整机配套

器件项目年底前实现投产，总投资 9 亿元的高强高导铜合金棒线

材和钼铜电子封装材料项目设备入驻，总投资 2 亿元的植物干细

胞培植及深加工基地项目开工建设。加紧意向项目推进，专人跟

踪推动在济设立有色金属材料制备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支机

构、总投资 9.8 亿元的优生态科技中心中原总部、总投资 5 亿元

的云端 3D 打印制造基地等 3 个重点意向项目，确保尽快取得新

进展。加大后续项目储备，聚焦智能传感器、低空经济等领域，

支持优克电子、水云踪智控等本地企业扩能升级，持续对接陕西

海澜航空、重庆华数、深圳傲得科技等意向合作企业，加快高性

能合金导体新材料中试车间及产业园、新型传感器研发制造、无

人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制造等项目的谋划储备。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谋划情况

以强化示范引领、提升发展能级为目标，增强自身实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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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更高荣誉，持续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作用。

（一）全力争创“四星级”开发区

2023 年，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 900 亿元、税收收入 15.2 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87 家、亩均工业增加值 78.4 万元，根据

我省新版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办法，以上指标均超过“三

星级”开发区 4 项“门槛”标准。但对照四星级晋升“门槛”标

准，即营业收入 1000 亿元、税收收入 2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100 家、亩均工业增加值 80 万元/亩进行自查，2024 年高新

区预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达 102 家，亩均工业增加值可达 80

万元，均能够达到或超过“门槛”指标，但营业收入预计保持在

900 亿元、税收收入保持在 15 亿元，两项指标存在短板。

针对上述情况，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强化项目

建设，全力保障总投资 223 亿元的 37 个年度重点建设项目，持

续扩大有效投资，以引导企业加速管理创新、工艺创新、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等为路径，实现降本增效。二是凝聚工作合力，针

对显著短板，与财政、税务等部门强化配合，加大税收监测分析，

精准管理、因“企”施策，多措并举提高挖潜堵漏增收工作实效。

三是加强沟通衔接，与示范区相关职能部门密切联动，积极做好

与省级部门的沟通对接，及时掌握各项指标的认定及反馈情况，

靠前做好短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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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力争创国家级高新区

对照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五项一级

指标中，结构优化和产业价值链、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两个指

标较好，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绿色发展和宜居包容性两个指

标相对较弱，开放创新和国际创新竞争力指标与先进高新区相比

存在短板。

针对上述情况，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强化提升，一是

规划先行，明确提升路径，围绕产业发展、空间结构、生态环境

等方面，邀请工信部相关专家、国内一流规划编制单位等，持续

加强专业指导，为申创国家级高新区指明方向。二是优化服务，

持续培大育强，重点优化提升企业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推动

与行业领军型企业合作等方面的保障和扶持力度，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力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三是搭建平台，增强自主创

新，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动龙头企业内外部的创新团

队、关联企业、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集聚，加速打造和优化“研

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创新生态。四是多向发力，推进产城

融合，引导传统产业加快“三大改造”和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绿

色低碳发展水平，以加快建设产城融合第一先行区为抓手，着力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人口吸引力和产业承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