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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报纸读新乡 今日新乡·民生

新乡市2024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系列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崔敬） 打造知识产
权创新高地，为“产业兴市”建设蓄势赋
能。12月27日，我市举行2024年度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系列第十一场新闻发
布会。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王志海就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商环
境方面进行了详尽介绍。

近年来，新乡市委、市政府把实施
知识产权强市战略作为推进科技创
新、服务产业兴市的重要抓手，强力推
进。今年，我市先后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
城市、全省首家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标准化建设试点。市市场监管局围
绕“五抓五提”，持续优化知识产权营
商环境。

抓源头、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
我市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创造激励机制，
稳定奖励激励政策，实施知识产权量质
双提升工程，全市专利授权连续3年保
持1万件以上、有效发明专利6951件、
有效高价值发明专利 1400 余件，均居
全省第三位；深度参与“美豫名品”区域
品牌培育工作，提升相关产品经济附加
值和产业综合竞争力。今年新增商标

注册 10430 件，同比增长 25.72%，有效
商标注册量达到 110386 件，同比增长
13%，目前我市中国驰名商标37件、居
全省第二位，地理标志商标18件，居全
省第一位。

抓关键、提升知识产权运用质效。
目前，我市拥有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
地两家，省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两家，
市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 3 家。通过实
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进创新成
果产业化，组织 10 家高校院所开展存
量有效专利盘点，完成 4015 件专利的
建档、盘点、入库工作。

我市承办河南省 2024 年“知识产
权服务万里行”——专利转化运用服务
对接月活动，遴选市先进装备、新型材
料、新能源汽车、现代医药等重点产业
盘存专利与豫北5市15所高校、220余
家企业开展精准对接，现场路演推介
35项高价值专利，达成12项校企合作
意向。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专利转
化合作联盟成员，我市组织驻新高校开
展创新成果展示、专利对接等活动，促
进知识产权运用转化。今年以来，驻新

高校院所共向域外企业转让、许可专利
56 件，向大湾区线上推送高价值专利
350件。

我市累计获批国家级知识产权强
企33家，省级知识产权强企67家。今
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2.62亿元，惠及
40 家中小微企业，质押融资金额较去
年同期增长 16.85%，居全省第一位。

抓核心、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我市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巡回法庭、知识产权纠纷调解
委员会作用，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重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追赃挽损 146 万元。全市市场监管系
统共办理知识产权案件121件，其中商
标侵权案件 94 件，地理标志被侵权案
两件，专利侵权纠纷案件26件。

我市注重提升市场主体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和能力，获批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规范化培育市场1家、省级知识产
权保护规范化培育市场1家、市级知识
产权保护规范化培育市场 11 家。在
2023年全省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满意度
调查中，我市位居全省第二位。在
2023年度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

绩效考核中，我市位居全省第一位。
抓基础、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标准。

我市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网点、商标品牌指导站、专利导航服务
基地力量，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在全市 12 个省级以上先
进制造业开发区增设知识产权综合服
务网点，为园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
服务。同时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普及知
识产权知识。

抓体系、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效益。
我市聚焦组织体系和政策体系建设，打
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
务全链条。优化知识产权管理，运用市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加强政策统筹与部门间协同联动，推动
知识产权政策、资源与科技、文化、贸
易、投资、金融、产业深度融合。

“我们将继续锚定知识产权强市建
设目标，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
护。力争到 2025 年年底，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3件，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各项指标稳居全省第一方阵。”王志海
展望道。

市市场监管局

地理标志商标数量全省第一
我市持续打造知识产权创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 崔敬） 12月27日，
记者了解到，在市 2024 年度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系列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伟
介绍了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方
面的成绩与经验。

近年来，经开区围绕“经心办”品
牌，创新构建“一图一表”任务管理和

“金牌管家”全代办、“网格化”满意度提
升、要素与平台双保障的“1+3”工作机
制，在解决问题、提升满意度、吸引投
资、促进发展等方面持续推动营商环境
优化升级。

在 2022 年 ~2023 年 上 半 年 全 省
营商环境评价中，经开区位列 16 个
国家级功能区中第二位，市场准入、
政务服务两个一级指标排名全省第
一位。

构建“一图一表”管理机制

经开区对照省评反馈问题和市营
商环境综合配套改革任务，制定 52 项
重点工作清单、“任务分解表”，每项工
作逐一绘制“任务进度图”。区党工委、
管委会主要领导高位统筹、8个工作专
班协同联动，每月对账对表，确保各项
任务落实见效。

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集中整治行动，经开区开展企业外
迁调研、行政审批自查自纠等专项行
动，对一次性告知不到位、窗口工作纪
律不严格等 10 项问题整改落实，形成
人人、时时、处处重视营商环境的良好
氛围。

构建“金牌管家”全代办机制

经开区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思维
推动跨省通办、跨区域陪跑。矽捷电
子、娜米亚医疗等企业通过“金牌管家”
线上收集资料、证件邮寄方式，一次托
付完成商事登记、公章刻制、税务登记、
银行开户等全流程代办。

对招商项目、老弱病残孕等办事主
体，由“金牌管家”上门告知问需、代填
代报、取件寄证，并通过线下代办与线
上流转结合,实现“不见面审批”，达到
一窗办、一网办、一章办、一次办“四个
100%”，累计提供相关服务2080次，获
评“河南省政务服务改革试点优秀单
位”。

该区聚焦工程项目建设审批堵点，
出台投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清单，项
目审批办证最短两天完成。如科瑞制
冷、和光科技等5个招商项目通过“提

前介入+容缺承诺+并联审批”方式，实
现“拿地即开工”，节省项目开工时间
60天以上。

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推出“纺织服
装产业链一件事”服务场景，提供海关
备案、节能审查、经营快贷、招工宣传
等个性化服务，如鸿星尔克校园鞋服
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 50 个工作
日。

构建“网格化”满意度提升机制

经开区坚持服务下沉，健全“网格
员+市场主体”包联模式，将全区划分
为 15 个网格区域，每位区领导至少分
包 1 个网格和 1 个产业链，231 位网格
员 每 人 至 少 分 包 1 家 企 业 ，落 实

“13710”机制，形成诉求“受理—解决—
反馈—再提升”闭环系统，累计解决企
业问题105个。

对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当天进行
电话回访，收集意见建议，第一时间推
送整改、完善机制，一周内再由网格员
二次回访满意度，实现“被动解决问题”
到“主动跟踪服务”转变。同时，把满意
度评价权交给企业和群众，满意率与干
部个人绩效挂钩，倒逼问题解决和作风
转变。

构建要素与平台双保障机制

经开区新建成日处理10万吨工业
水厂、360蒸吨/小时热电联产项目、24公
里的电厂余热蒸汽管网等重大配套设
施，形成了“双水源”“双汽源”“双电源”
供给能力。大力实施闲置低效用地盘活
行动，推进无效企业破产重组，累计盘活
土地2381亩，新招引落地项目32个。

探索建立工业蒸汽阶梯价格机
制。组建法律服务中心，推行包容审慎
监管执法“四张清单”。推动“两新”“两
重”等政策落地，帮助企业申报“三大改
造”“专精特新”、满负荷生产奖补等奖
励资金2588万元。

经开区成功获批“河南省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示范区”“省级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数字化转型标杆”“河南省开发区
转型升级试点”。组建全市首家功能区
商会，承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热系统分
会会员大会、中国铸造协会消失模分会
会员大会，为产业链企业搭建了业务对
接、学术研讨的平台。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张伟表示，经
开区将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持续
擦亮“经心办”服务品牌，努力保持全省功
能区第一方阵，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经开区

全省功能区第一方阵
两个一级指标排名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