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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2022

◉1992 年 8月，高新区成立。

◉1995 年 3月，经省政府批准

为省级高新区。

◉2013 年 7月，实行区域化管

理，代管遵化店镇和皇台街道。

◉2015 年 2月，经国务院批准

为国家级高新区。

◉ 2018 年 10 月，实行体制机

制改革。

◉ 2019 年，全国高新区综合

排名第 98 位，成功挺进全国高

新区前 100名。

◉ 2021 年，全国高新区综合

排名第 74 位，打造了“118- 116-

107-98-88-74”的佳绩。

◉2022 年 1月，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

1982-2022

➝马俊欣在办公室

整理材料

“2011年6月，《平顶山日报》带着温暖

和砥砺以《永不言悔的追求》为题，高起点

总结了我从检25年的工作历程。从此，我

的工作目标、工作干劲、工作精神被注入

了新的动力，赋予了新的生命走向，开启

了更加广阔的未来。”这是马俊欣今年6月

14日在《平顶山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中的片段。

马俊欣今年 57岁，是郏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1983 年，他考上山东大学，

1987年毕业前夕不慎从双杠上摔落，造

成颈椎骨折，左侧肢体几近瘫痪。35年

来，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凭着对

工作的满腔热忱，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获得市优秀共产党员标

兵、省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原”十大人

物、全国自强模范、全国模范检察官、全

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受到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不忘初心时刻在路上

6 月 30 日 14 时 30 分，室外 36℃，距

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马俊欣就驾驶着

电动轮椅驶进单位大门。

14 时 50 分，马俊欣的微信响个不

停。“谢谢你，马检察官，经过您指点，我

的意见已经送到了检察院，办案人员和

我也见了面，等案子结束我再去感谢。”

信息是山东章丘的王先生发来的。

王先生的儿子小王 2020 年大学毕

业，随后进入当地一网络公司。未承想，

该公司涉嫌金融诈骗，涉世未深的小王

被拘留。5 月 24 日，王先生上网查询相

关案例时检索到了“马俊欣工作室”，便

拨通了马俊欣的电话，第二天就和女儿

自驾来到了郏县，经马俊欣指点分析，他

们信心满满地返程了。

2014 年 8 月，郏县人民检察院成立

了全国检察机关首个以检察官名字命名

的工作室——马俊欣工作室。从此，来

自我市、我省乃至全国各地找马俊欣进

行法律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

郏县人民检察院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付国庆比马俊欣早两年进入检察院，他

说：“‘走红’这么多年，俊欣始终没以名

人自居，而是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更加

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同事投身检察工

作，服务一方百姓。”

让法治阳光普洒人间

近几年，马俊欣又多了两个头衔。

一个是市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2019年 6月、2021年 6月，马俊欣两次带

领郏县人民检察院的入党积极分子到

位于中牟县官渡镇的河南省残友培训

就业孵化基地，学习身残志坚的基地创

始人王绍军带领残疾人学员变身体弱

势为就业强势、创业自立的情怀，感受

残疾人学员面对困难时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

认识王绍军是在 2014 年全国自强

模范表彰大会上。得知马俊欣的事迹，

王绍军真诚相邀，聘请他为培训就业孵

化基地的义务法律顾问。“中！”马俊欣一

口答应下来。

马俊欣的另一个头衔是政协郏县第

九届委员会委员。履职 5 年间，他深入

全县 15个乡（镇、街道）32个行政村进行

调研，先后撰写了关于加强校园安全、加

强在校生心理疏导、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等方面的高质量调研报告，并结合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职能，指导打造“未成年人

观护帮教无缝衔接体系”，在全县乡镇中

心校挂牌设立“心理健康流动服务站”，

对未成年人适时进行心理疏导，得到当

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小保镖”长成“大拐杖”

6月 30日 19时 20分，最后一个来访

人员离开后，马俊欣伸了一个懒腰准备

回家。

“现在不着急了，儿子暑假在家，一

天三顿都是端到跟前，咱也趁机偷个懒

儿。”马俊欣满面笑意地说。

近 20分钟后进到家门，只见餐桌上

摆放着一盘炒洋葱、一盘豆角肉丝。“儿

子 21 岁了，从五六岁就开始学习做饭，

一路走来，跟着我吃了很多苦。”说着话，

马俊欣热泪盈眶。

马 俊 欣 的 儿 子 马 弘 光 2001 年 出

生。儿子四岁时，为了不拖累妻子，马俊

欣选择了离婚。

“小时候，爸爸早早起床给我做早

饭，送我上学，晚上陪我下象棋，哄我入

睡。每天放学后，我不敢和同学出去玩，

担心爸爸摔倒。因为他身体不好，童年

大部分时光都是陪着他，我哪里也没有

去过。没坐过火车，没去过公园，他加班

我就陪着读书写作业。”马弘光笑着说。

2021年，马弘光考入郑州一所本科院

校，目前还是学生会干部、入党积极分子。

马俊欣走进卧室，翻出一份儿子 10

岁时的演讲稿，其中一句是：“爸爸，请放

心，现在，我是你的小保镖，将来就做你

的大拐杖。我会永远陪着您，一起走下

去！”虽字体稚嫩，但字字暖心。

“ 没 有 党 的 关 怀 ，就 没 有 我 的 今

天。生命的长度无法把握，但我可以增

加生命的厚度。我将继续坚守共产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奉

献给新时代的检察事业。”谈及未来，马

俊欣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文/图）

马俊欣：轮椅上书写别样精彩

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紧张忙

碌；项目建设工地上，塔吊林立，热火朝

天……7 月 6 日，走进高新区，一股奋斗

的气息扑面而来，全区上下正向着“创新

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的目标奋力拼搏。

体制改革，破解“小马拉
大车”困境

高新区成立于 1992 年 8 月，1995 年

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2015 年，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与发

展，该区初步成为我市对外开放的窗

口、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改革创新的

试验区和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区。当年，

该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开发区。

发展的同时，高新区承担的经济发

展任务越来越重、社会管理职能越来越

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体制机制

等矛盾十分突出。

2018年，市委、市政府将高新区的改

革确定为全市重点推进的四项改革之

一，出台了《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暂行规定》，明确以“应放尽放、能放必

放”为原则，赋予高新区市、区两级经济、

行政、社会管理权限。

赋权后，高新区拥有了完整的促进

产业发展和投资服务的权力，以及创造

良好营商环境所需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的权力。该区秉承“有权必有责、用

权受监督”的理念，不断深化各项制度改

革。建立“大部制”，构建权责清晰、精简

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全员聘任，变身

份管理为岗位管理。绩效考核，激发干

部职工干事创业激情。打破“平均主

义”，建立全员绩效工资薪酬体系。

3 年多来，高新区市场主体、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平台、专

利申报量分别增长 67%、133%、241%、

123%、417%，园区总收入年均增长 35%。

2022 年 1 月 9 日，高新区召开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动员会，全面启动第二轮

改革。

本轮改革按照“平稳有序、快速推

进，严格程序、遵守规则，事业为先、人岗

相适”原则，顺利完成了党工委、管委会

班子成员、四板块正副职、科室正副职、

主办岗五轮聘任工作，能上能下的用人

机制进一步巩固。

得益于首轮改革的经验与总结提

升，高新区本轮深化改革比全省要求

提前了两个月完成，形成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科技创新，打造高质量发
展“火车头”

区域间的竞争，最能体现硬实力的，

首先是产业的比拼。

获批国家级高新区以来，高新区依

托产业优势，聚焦特种尼龙、高端纺丝面

料、改性工程塑料等产品领域，以企孵

企、以业兴业，不断延伸尼龙新材料中下

游产业链条，集聚了一批新材料高新技

术企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孵化”的共生

共赢生态。

目前，该区已成为国内唯一拥有集

原料苯、尼龙中间体、尼龙 66盐、尼龙切

片、尼龙 66工业丝等于一体的尼龙新材

料特色产业集群，相关产品产能规模位

居国内、亚洲甚至世界前列，2020年被国

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尼龙新材料高新技

术产业化基地。

如果说尼龙新材料是该区产业体系

的“左膀”，那么电气装备产业则是其“右

臂”。

2016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中原

电气城的战略构想，把平顶山市作为主

要实施载体，以高新区为核心，建设高、

中、低压全系列电气装备产业。我市依

托平高集团、伊顿电气等龙头企业，不断

强化高压、特高压产品研发制造，积极研

发智能电网，拓展中低压智能制造领域，

拉长产业链条，吸引 100余家电气装备及

相关配套产品制造企业集聚，产业规模

200多亿元，正在成为全国重要、河南最

大的输变电成套设备生产基地。

该区还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

攻方向，统筹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重点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以

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为主导产业、新能源

为战略性培育产业，着力打造“2+1”的先

进制造业产业体系，形成了专业化聚集、

园区化承载、集群化发展、特色型培育的

良好态势。目前，全区已建成标准化厂

房 25万平方米，在建标准化厂房 22万平

方米，打造了电气科技产业园、尼龙织造

产业园、巨高电气产业园等一批综合性、

专业化、创新型产业园区。

与此同时，该区深入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质量双提升行动与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质增效工程，不断加强平台建设

和培育。

今年一季度，该区在科技部公布的

169家国家高新区年度综合排名中，大幅

晋升 14 个位次，位列第 74 名，实现五连

升；组织申报的平顶山市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集群入选全省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获得省发改委肯定；获批科技部国

家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单位，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覆盖率达 76.9%，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 60家，占全市的 85.7%。

产城融合，建设宜居宜业
现代化新城

站在开发路湛河桥上远眺，河面干

净清澈，两岸修建了健身步道，远处的厂

房鳞次栉比，一幅天蓝、水清、地绿的美

好图景。

针对辖区内“缺园少绿”的现象，该

区先后打造了 20 个多点分布、绿量丰

富、景观优美、便民实用的游园，新增绿

化面积 15 万平方米，高标准建设公厕 7

个，逐步实现“出门小游园，散步闻花

香”，城市绿地数量、品质、生态效益全面

提升。

同时，该区不断完善路网布局，打造

贯穿南北、连接东西的市政道路网，方便

了群众出行。通过新建一批“惠民路”，

打通一批“断头路”，改造一批“老街路”，

改善、优化城市路网结构，推进“外联内

畅”工程建设，先后建成了高新大道、湛

河南路、长江路等 8条四纵四横主干路，

新增通车里程 24公里，实现了农村等级

公路全覆盖。

随着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推进，回迁村民陆续搬进路畅灯明、鸟

语花香的现代化小区，周边配套有学

校、医院、菜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不断增

强。

“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四

城四区’战略布局，坚持项目为王、务实

重干，坚持企业进园区、园区产业化，坚

持双招双引，优化服务，努力实现功能

集合、项目集中、资源集约、产业集群。”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凌兵奎说。

（本报记者 高轶鹏）

高新改革活力增 奋楫潮头逐梦行

高新火炬园一角 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