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俊礼 张昕）佳节又重阳。10
月7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
专程走访慰问老人，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徐立毅首先来到中原区看望
慰问百岁老人刘杰。老人现年
101岁，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
9月入党 。徐立毅与老人话家
常、说传统，回忆革命岁月。刘杰
动情地说：“现在国家强大了，人
民赶上了好时代，越来越享福

啦！”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健
康、家庭幸福，徐立毅致以衷心的
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为党
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

徐立毅随后来到郑州老年公
寓，祝老人们节日快乐，健康长
寿。徐立毅与老人们一一握手，
送上节日祝福。徐立毅仔细察看
了公寓住宿、餐饮、娱乐活动场所
条件，详细了解公寓管理、运行、
费用等情况，叮嘱养老机构负责
人进一步加强管理，增强服务意

识，提高服务质量。
走访中，徐立毅说，尊老敬老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着力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
体系和社会环境，不断完善老年人
社会保障体系，以居家养老、社区
日间照料为主，机构集中养老为
辅，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
和产业发展，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
求，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温馨的养

老服务，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
安，生活得更安心、静心、舒心，共
享郑州改革发展的成果。

据了解，截至 2018年底，全
市 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已
达 138万，占人口总数的 15.7%。
目前，全市已建成养老服务机构
150多家，城乡养老服务照料设
施 580多个，设置养老托老床位
4.4万多张，高龄津贴已实现 80
岁以上户籍老人全覆盖，初步构

建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
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牛卫国、马义中参加慰问。

据了解，孵化器是以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企业和企
业家精神为宗旨，提供物理空间、
共享设施和专业化服务的科技创
业服务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创业人才的
培养基地、大众创新创业的支撑
平台。孵化器的主要功能是围绕
科技企业的成长需求，集聚各类
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型创新创业，
提供创业场地、共享设施、技术服
务、咨询服务、投资融资、创业辅
导、资源对接等服务，降低创业成
本，提高创业存活率，促进企业成

长，以创业带动就业，激发全社会
创新创业活力。

申请认定郑州市级孵化器，
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孵化器孵
化场地集中，可自主支配的孵
化场地面积不低于 5000 平方
米；孵化器自有种子资金或合
作的孵化资金规模不低于 200
万元人民币；专业孵化服务人
员占机构总人数的 70%以上，每
15家在孵企业至少配备1名专业
孵化服务人员，至少3人；孵化器
在孵企业中已申请专利等知识产
权的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比

例不低于 20%；孵化器在孵企业
数量不少于 25家，累计毕业企业
不少于3家。

根据《郑州市进一步加快推
进创新创业载体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规定，市级及以上创新
创业载体每孵化毕业一家企业
将奖励 2万元，全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在孵企业或毕业半年
内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每培育一家
将奖励创新创业载体运营机构5
万元、10万元, 全年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降低创业成本
提高创业存活率

《郑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出台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为将郑州打造成为国家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中心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郑州市科技局日前出台《郑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引
导郑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构建良好的科技创业生态和孵化育成体系，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上新水平。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0年，我省将基本建成领域
布局合理、功能层次明晰、技术
转移链条全面、具有河南特色
和优势的技术转移体系，其中，
培育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00家，引进国内外知名技术转
移机构 50 家；推动省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在我省落地转化
科技成果 10000项以上；全省技

术合同成交金额力争达到 150
亿元。

此外，入选我省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后，我省将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对技术转移的引导和推动作
用，统筹省和相关省辖市自创区
建设专项资金、省科技创新体系
（平台）建设专项资金，采取后补
助方式给予支持。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市场化、
专业化为发展方向，创新技术转
移转化机制模式，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请各省辖市科技局和主管
单位加强对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的支持，促进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健康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更好地服务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

我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出炉
到2020年，培育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100家

按照《意见》内容，差别
化收费机制采取以重点污染
物、环保信用评级相结合的
方式，依据企业排放的污水
主要污染物项目污染程度、
环保信用评价级别，按照少
排放低污染者少付费、多排
放高污染者多付费、激励与
约束对等的原则，核定收费
标准。《意见》明确，根据我省
工业污水排放情况，原则确
定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悬浮物、总磷、总氮等作为重
点污染物项目，核定基准值，

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分档累进
的差别收费。企业排放主要
污染物超基准值的，核定三
档以上的收费标准，原则上
按每档10%以上的标准加收，
高于30%的，在现行污水处理
费标准上加收10%；高于50%
的，加收 20%；高于 100%的，
加收 30%。企业排放污染物
均低于基准值的，核定两档
收费标准：低于 30%以上的，
在现行污水处理费标准上降
低 10%；均低于 50%以上的，
污水处理费标准降低20%。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省发改委
9月30日印发《关于建立和推行差别化污水处理
收费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我省将实施差别化污
水处理收费机制。该机制实施后，企业的污水处理
费将按照多污染多付费、激励约束相结合的原则，
进一步调动企业提高污水预处理和污染物减排的
主动性、积极性。

多排放高污染
将多付费

我省将实施污水处理
差别化收费机制

同时，污水处理收费标
准与企业的环保信用评级
相结合。评价结果为诚信
（绿色）级别且得分不低于
98分的企业，污水处理费征
收标准在以重点污染物为
依据确定的征收标准基础
上减收 10%；评价结果为不
良（黑色）级别的企业，污水
处理费征收标准在原基础

上加收 50%。《意见》明确，
差别化污水处理费收费机
制将分步推行。郑州、洛
阳、许昌、漯河、南阳、信阳
等市，将于 2019年底前出台
具体试行方案；从 2020年 8
月开始，全省污水排放大
户、重点污染企业和产业集
聚区将全面实行差别化污水
处理费收费机制。

原则上按每档10%以上的标准加收

郑州等市，年底前出台具体试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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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毅走访慰问老人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心静心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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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日前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为推动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健康发展、加快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促进技术市场繁荣发展，根据《河南省技术转移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要求，经主管单位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河南豫乾技
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等19家单位为2019年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