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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卫视记者：河南在构建综合交通
枢纽以及发展现代物流方面取得了哪些成
效？下一步有何考虑？

陈润儿：你问的是社会关注的一个问
题，也是河南这些年着力抓的一项工作。
大家很清楚，河南地处中原，古称“中州”，
“中”字对河南来说是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河南经济发展与交通布局有着深厚的历史
渊源和密切的经济联系，省会郑州就是随
着国家铁路干线的贯通、“被火车拉来的一
座城市”。这些年我们遵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着力构建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多作
贡献，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加
快构建“两体系一枢纽”。其中“两体系”就
是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现代物流体系；“一
枢纽”就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
合交通枢纽，着力变区位优势为交通优势，
变交通优势为物流优势，变物流优势为产
业优势。

主要抓了三个重点：
构建现代交通体系，强化“硬”支撑。

我们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把铁
路、公路、航路、水路网起来、串起来、连起
来、通起来。铁路方面，着力打造“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所有布局已经全部落地。今

年郑万、郑阜、商合杭三条高铁就要通车，
到后年郑济高铁也将通车。公路方面，全
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6600公里，
路网密度和通车里程在全国名列前茅。针
对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路网不够
均衡的实际，今年又实施了高速公路“双千
工程”。航空方面，2013年起我们充分利
用国家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契
机，大力推进机场二期建设，现在正在推进
机场三期建设。随着这些工程的投入使
用，郑州机场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已经成为
中部地区“双第一”。

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软”环境。
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物流业转型发展规划，
提出立足河南、辐射全国、连接世界，打造
现代国际物流中心。一是大力培育现代物
流企业。坚持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和引进外
来大型企业两手抓，形成龙头企业引领、物
流企业集群共建的局面。现在全省A级以
上的物流企业170家，其中达到5A级的物
流企业 11家。像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公
司，通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成长，去年底交易
额达到 920亿元，辐射全国 20多个省区和
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
大的农产品物流企业。二是大力完善现代
物流平台。建设了一批综合物流枢纽场

站、现代物流园区和信息服务平台，建成了
内陆省份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功能性口
岸，物流服务配套功能显著增强、日臻完
善。可能很多记者朋友了解，现在我们国
家进口的南美水果中有70%是到河南落地
分拨的，像智利的车厘子就是从南美跨过
太平洋来到河南，再分拨到全国各地。三
是大力开辟现代物流通道。现在河南连接
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空中丝
绸之路”越飞越广、“网上丝绸之路”越织越
密、“海上丝绸之路”越连越通，四条丝绸之
路成为我们物流的主要通道。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新”优势。
现代交通体系和物流体系贯穿一二三产
业，既是生产环节的参与者和供给侧，又是
消费环节的承担者和需求侧，对需求和供
给的平衡协调、互动发展发挥着重大作
用。一是带动了先进制造业发展。郑州航
空港就是充分利用和发挥航空优势来带动
现代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目前吸引
了一批电子制造、精密机械制造、生物医药
制造企业进驻。像集聚的手机整机及配套
企业，智能手机年出货量接近3亿部、约占
全球的1/7，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
基地。二是带动了现代服务业发展。2018
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突破12万亿元，增长

9%，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特
别是冷链物流、航空物流、电商物流、快递
物流的发展非常迅猛，冷链物流从内陆省
份来讲交易总量一直位列前茅，电商尤其
是跨境电商每年发展都保持30%以上的增
速，快递物流年均增速也在 30%以上。交
通物流业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文化旅游的
新型业态模式，现代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
的良好势头，去年服务业对全省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50%，今年可能还会更高一
些。三是带动了高效种养业发展。过去由
于物流业发展相对滞后，河南很多特色农
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没能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这些年通过现代交通体
系的完善、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一批企业
借势发展高效种养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
喜人局面。双汇过去是以屠宰为主的加工
企业，如今已经成为集养殖、加工、物流于
一体的现代跨国公司，年销售额1500多亿
元，其中在欧美市场上的销售额将近1000
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两体系一枢纽”的战略定位，继续加
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四路协
同”，努力把河南打造成为多式联运的现代
国际物流中心。谢谢！

人民网记者：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
强调中部地区要有打开大门搞建设的自
信。我们注意到，河南这些年正在致力于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请问，河南将从哪些
方面进一步强化对外开放的支撑作用？

王国生：我来回答人民网这位记者朋
友提出的问题。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
谈会，我和陈润儿省长都参加了，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
就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 8点要求，
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总书记用提高开放水
平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中部地区崛起的
大门。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河南开放的一
些情况，刚才陈润儿省长也讲到了“四条丝
绸之路”。总体上看，河南这些年由跟跑到
并跑，再到在一些领域开始领跑，得益于对
外开放。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只有坚持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才能够绘
就更加出彩的画卷。省委、省政府经过深
入调研，召开了全省对外开放大会，谋划部
署以高水平开放来促进高质量发展。主要

研究了以下问题。
首先是省会城市郑州怎样做大做强、

做优做美。郑州作为河南参与全球竞争、
聚集高端资源的门户枢纽和战略平台，这
个龙头建设好了，提升开放的能级，才能更
好地带动全省的对外开放。我们通过高起
点规划建设郑东新区、郑州航空港区等，带
动郑州实现了比较快的发展，去年经济总
量突破1万亿元，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人
均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建成区面积突破
1000平方公里。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动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全方位提升国际化水平，推进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生态宜
居城市，在全省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形成自己更多的比较优
势，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
要擦亮郑州的名片，当前主要是做好“动”
和“静”这两篇文章。所谓“动”，就是做强
枢纽，加快打造国际综合交通和物流枢纽，
让郑州成为中国连通世界的一个重要门
户；所谓“静”，就是把黄河这篇文章做好，

打造美丽的黄河生态廊道，培育郑州“华夏
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的主地标地位，
让城市更有特质、更有魅力。

我们体会到，只有扬长补短，厚植自己
的优势，才能在错位发展中塑造开放竞争
力。河南的优势主要有：一是区位交通优
势。这虽然是老优势，但焕发了新青春，现
在的交通枢纽和历史上的交通枢纽不可同
日而语，已经成为综合性的立体交通枢
纽。拿铁路来讲，现在是普铁、高铁双枢
纽，全国“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中有
5条经过河南，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加快建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是全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二是战
略叠加优势。河南成功获批实施了航空港
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 5个
国家级战略平台，涵盖了改革、开放、创新
等方面。三是开放通道优势。主要是“四
条丝绸之路”，前面我已向大家作了介绍。
四是制造业优势。中铁盾构、中信重工、宇
通客车、许继电气等一批企业享誉海内

外。下一步，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开放的优
势转化为出彩的胜势。比如，我们将强化
“四路协同”，提升“空中丝绸之路”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推动“陆上丝绸之路”扩量提
质、“网上丝绸之路”创新突破、“海上丝绸
之路”无缝对接，带动全省跑出开放的加速
度。比如，我们将推动“五区联动”，支持
“五区”在更多领域先行先试、探索突破，推
动“五区”之间政策对接、产业链接、优势互
补，持续放大“五区”制度创新的溢出效应。

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开放，正在从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
放转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必须致力于营
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近
年来，我们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了
市场活力。截至今年 6月底，全省市场主
体突破 600万户，数量居全国第 5位、中部
地区首位。我们将继续优化政务环境、法
治环境、生活环境，在权力上做“减法”、服
务上做“加法”，努力让审批事项最少、办理
速度最快、规则最公平、程序最规范，让一
流营商环境成为河南的新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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