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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李忠榜 2014 年
调任河南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局长时，曾认为自己是
从开放前沿来到了封闭的
内陆腹地。

很快，他便意识到这一判
断并不准确。

今年上半年，全国 15个
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进出口包
裹总量1.03亿单，郑州作为试
点城市之一，进出口包裹量达
到 3434 万 单 ，占 比 高 达
33.45％，远远领先于包括宁
波、深圳等沿海城市在内的其
他试点城市。

同时，毗邻郑州机场的新
郑综合保税区已连续 5年占
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 60％以
上。2016年，更是完成进出口
总额3161.1亿元，居全国综保
区第一。

作为内陆城市，郑州凭什
么做到全国双第一？“通关快、
物流便捷”，企业的感受出奇
一致。

2013年，郑州跨境电商通
关一单业务要一天时间，如
今，通关能力已经达到每秒50
单。“实际运行中一天最多处
理过 320万单。”郑州海关驻

经开区办事处主任兰磊说。
企业数据显示了河南的

开放度：2016年唯品会在郑州
发货 1600万单，占其跨境电
商业务量的60％；聚美优品从
2014年 9月入驻到今年 6月，
在郑州仓发货 7000万单，占
其全国跨境电商业务总量的
80％。

“跨境电商独占鳌头，塑
造了河南的开放新形象，也展
现了河南的开放新优势。”李
忠榜说，河南传统的区位、交
通优势正和国家战略同频共
振，形成支撑河南全方位开放
的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原城市群等国家战
略规划和平台在河南密集
落地。“这么多国家级平台
选择河南，既是对河南优
势的肯定，也是对河南优
势的激活。”中国（河南）创
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
说，战略叠加形成的乘数效
应，为河南带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抢抓机遇，河南谋划实施

了一批重大基础工程：不到三
年完成郑州机场二期扩建；
“米”字形高铁网大格局基本
形成；全省交通网络总里程达
到 27.45万公里，一个功能完
善、衔接顺畅的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正在成型。

战略叠加的红利已经显
现。中欧班列（郑州）实现每
周“八去六回”常态化开行，形
成境内覆盖全国四分之三省
区市、境外覆盖 24个国家 121
个城市的集疏网络，货值货重
指标位居中欧班列前列。

郑州机场开通 51条国际
客货运航线，构建起连接全球
的空中丝绸之路。“‘一点连三
洲，一线串欧美’的航空国际
货运网络基本形成。”河南航
投董事长张明超说。

今年 1至 7月，郑州机场
完成客运量 1353.5万人次，
完成货邮量 24.8万吨，首次
夺得中部机场客、货运量双
料冠军。

“不靠海不靠边，就靠丝
路和蓝天。”李忠榜说，物流
兴，河南兴，铁路、航空、公路、
网络等新通道，让河南重新有
了“川流不息”的资本。

华夏文明的历史有多久，河南文明的足迹就有多长。
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曾几何时，“农、穷、笨、土”，成为

外界对河南经济的印象。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河南要打好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和新型城镇化
“四张牌”，让中原更加出彩。

刮目相看新中原。按照总书记指明的方向，河南锐意改革创
新，全面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出彩之路。河南
正迅速摆脱旧形象，呈现新气象，挺起坚实的脊梁。

刮目相看新中原——中部崛起的河南答卷
□新华社记者 孙志平 李钧德 齐中熙 李亚楠

车间一尘不染，流水线整齐划
一，年轻员工身着白色工服，专心工
作。经过500多道工序后，一部包装
完好的苹果手机下线。

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
——位于郑州市区以南25公里处的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7年多前，这里
还是一片麦田、枣园，如今这里工作
生活着将近30万名年轻工人。

2016年，他们生产了 1.26亿部
苹果手机，全球每销售 4部苹果手
机，就有3部产自这里。

实际上，河南经济总量已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第五，中部六省第
一。2016年，占中部六省经济总量
的比重达25.2％。

不过，多年以来，河南产业结构
层次低、创新能力低、城镇化率低、
基础支撑能力弱的问题突出。调整
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成为河南必须破解的难题。

结构如何调？抢抓机遇是关
键。对中西部后发达地区来说，承
接产业转移是新产业“无中生有”、
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河南
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人力资
源、交通区位和消费潜力优势。

民权县10年前是河南最穷的地
方之一，如今，这里拥有制冷装备企
业 100家，冰箱年产能达 2000万台，
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冷藏汽车企业
数量、产量均占全国半壁江山，成为
全国知名的“冷谷”。

“关键是抓住了产业转移和制
冷技术发展契机，积极引进知名制
冷品牌企业，形成制冷产业集聚发
展优势。”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说。

转型升级，对传统产业来说意味
着一次“脱胎换骨”。安阳钢铁，河南最

大的钢铁企业，由于产品附加值低，一
度游走在生死边缘。绝境求生，投资数
十亿元的安钢冷轧项目应运而生。

“原料就是集团公司现有产品，
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安钢集团冷
轧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任洁说，
2016年，安钢在全行业钢材价格仅
2000元一吨的情况下扭亏为盈。

延伸价值链，老树发新枝，河南
铝工业的转型尤为典型。由于产能
过剩，作为国内重要的电解铝生产
基地，三门峡市 2015年地区经济总
值增长仅为3.3％，在河南省垫底。

“不转型发展，路子只会越走越
窄！”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说，延
链、补链、提升价值链刻不容缓。

戴卡轮毂、同仁铝业、东方希望
等一批铝制品精深加工企业纷纷在
三门峡落地，其中，年产 400万只的
戴卡轮毂项目从启动到投产只用了
不到一年时间。

转型带来转机。2016年，三门
峡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5％，今年
上半年增长 8.8％，从全省垫底跃到
全省前列。

河南省也实现从铝冶炼大省到
铝加工大省的华丽转身。2010年到
2016年，全省电解铝产量由366万吨
下降为 315万吨，铝加工产量却由
387万吨增加到1117万吨。

数据呈现了河南产业的新气质。
5年来，能源、原材料等高能耗产业比
重下降近 10个百分点，智能终端制
造、高端装备制造、汽车整车制造等高
成长性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
重达到57.1％，提高12.3个百分点。

“河南产业正朝着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融合化的方向前进。”河
南省发改委主任刘伟说。

爬坡过坎抓转型 产业呈现新气质

国人吃的每8个白面馒头中，就
有 1个来自“百农矮抗 58”。这个传
奇小麦品种被称为“黄淮海第一
麦”，播种面积占全国小麦播种总面
积的十分之一。

外界对河南科技创新的印象，
似乎总带着一股“泥土味”。

无可否认，在科技创新方面，河
南同沿海地区存在差距。产业转移
的“时空”可以压缩，科技创新的“过
程”不能省略。河南正加快追赶步
伐，努力弥补这一短板。

特高压是电网领域的珠穆朗玛
峰。“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同类实
验室，做一次试验就要 200万元人
民币，购买一个产品还要再加个
‘零’，花钱买技术，更是门儿都没
有。”河南许继集团研发中心主任
周逢权说。

市场倒逼下，他们成立100人的
研发团队，投资3000多万元人民币，
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直
流控制与保护系统，让国外同类设
备价格“腰斩”。如今，许继集团已
提供全球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75％
的控制系统、50％的换流阀。

唯创新者胜。截至今年6月底，
河南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突破 2700
家，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127家、国
家重点实验室 14家、国家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13家，均居中西部前列。
创新正成为越来越多河南企

业的基因。河南科隆集团 500平方
米的创客中心，每到下班时间就热
闹起来，富有创意的员工在这里交
流碰撞，优秀项目不仅可以得到公
司奖励扶持，还可以技术入股参与
创业。

正是在这里，34岁的高相启研
发的旋翅冷凝器打破了韩国同类产
品的专利封锁，不仅为公司争取到
了海尔、惠而浦等家电龙头企业的
订单，他自己也拿到几十万元奖金。

更深刻的创新在于制度。在全
国率先实现“二十二证合一”改革之
后，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又率先试
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事项
由17项缩减至2项，审批时限由145
个工作日缩减到13个工作日。

“不沿边不靠海，河南要靠制度
创新来增强‘磁吸’效应。”河南自贸
区开封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肖文
兴说。

成效立竿见影。截至目前，河
南自贸区入区企业突破 1万家，达
到 10523家，注册资本合计 1464.6
亿元。

河南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说：
“人口红利总有吃完的一天，但创新
红利永不枯竭。”

航空物流等相关产业在郑州航空港区快速集聚 郑报融媒记者 宋晔 图

搭台引智壮主体 创新激发新活力

消费者在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中心购物（8月18日摄）新华社发

郑东新区小区外的沿河风景 郑报融媒记者 宋晔 图

6年前，长垣县乔堤村 42
岁的农民张秋霞拿着拆除老
家三间平房补偿的 10万元，
购买了县城南蒲社区一套138
平方米的住房。“每平方米只
要730元，基本没有再花钱。”

“我在保险公司上班，丈
夫在出门就到的产业集聚区
里做焊工，俩人每月能挣七八
千块。”张秋霞笑着说，可比在
村里生活好多啦，看病上学都
方便，出门就能逛公园。

南蒲社区 2000多户居民
几乎全是和张秋霞一样来自
农村的“新市民”。

长垣县委书记武胜军说，
2012年以来，长垣吸引 15万
农村人口进城，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51％。

城镇化是河南发展绕不
开的话题。外界眼中，河南始
终摆不脱一个“农”字，很大程
度源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将
近10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

推进城镇化，河南正以中
原城市群为主平台，抓好城镇

体系上下两头，推动产业集
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积极
探索符合河南实际的新型城
镇化路子。

产业是吸引人口进城的
关键。今年率先脱贫的兰考
县重点引进家居和食品加工
两个产业集群，同时大力发展
环保、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5年来，吸引10.6万农民
进城。

截至 2016年底，河南省
183个产业集聚区建成区面积
达 2085平方公里，从业人员
全年平均 465万人，已经成为
农民转移就业的主渠道。

据测算，河南城镇化率
赶齐全国平均水平，需要
1000万人口进城；按照国家
未来城镇化标准，则需要
3000多万人进城，仅靠郑州、
洛阳等省辖市，不可能消化
这么多人口。

“盲动不如不动，乱搞不
如不搞。”河南省省长陈润儿
说，“河南未来发展不能靠单

极，而要多极支撑、大小结合、
集约均衡，这才是河南未来城
镇化的方向。”

路径何在？中小城市和
县城建设成为关键。于是，
一场不动声色的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在中原大地展开。截
至今年 7月底，河南 45个市
县纳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项
目库的项目达 8203个，总投
资达 19369亿元。其中，开工
项目 3037个，完成投资 1231
亿元。

2016年，河南省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 48.5％，比 2013
年提高 4.7个百分点，进入城
镇化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
变化最大的时期。

“‘四张牌’切中河南发展
的突出矛盾和重大关键问题，
为我们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
更加出彩提供了根本遵循。”
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说，中原
大地之所以能开新局、谱新
篇，根本在于发挥优势打好
总书记点明的“四张牌”。

发挥优势强基础 开放找到新支撑

以人为本城镇化 城乡亮出新面貌

昨日，新华社以《刮目相看新中原——中部崛起的河
南答卷》为题，报道我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锐
意改革创新，全面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
出彩之路，迅速摆脱旧形象，呈现新气象，挺起坚实的脊
梁。本报今日予以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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