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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冬）近日，根据国
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抽样调查及
遥感监测结果，经国家统计局核定，
2024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6719.4
万吨（1343.9亿斤），稳居全国第二，连
续8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为巩固和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坚决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
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在粮食价格低位运行的背景下，河南严
格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确保粮食播种面积
稳定在合理水平。通过加大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力度，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坚实的面积基础。

在粮食生产方面，2024年河南粮食
播种面积稳中略降，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为 16165.7万亩，比上年减少 0.1%。然
而，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河南粮食
单产实现了显著提升。夏粮单产达到
444.6公斤/亩，比上年增产6.8%，其中小
麦单产同样实现恢复性增长。尽管秋
粮生产期间遭遇多重自然灾害，但通过
全省上下的全力抗灾救灾和适度补种，

秋粮单产虽有所下降，但总体减产有限。
最终，2024 年河南粮食总产量达

到 1343.9亿斤，比上年增加 19.0亿斤，
增长 1.4%。其中，夏粮产量 757.1 亿
斤，比上年增加 6.6%；秋粮产量 586.7
亿斤，虽比上年下降 4.6%，但总体保持
稳定。河南各级党委政府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采取多种有力措施，
确保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将建成10个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征求意见稿》明确总体目标，建

设人工智能产业态势发展良好、企业
活力迸发、创新集群活跃、应用场景泛
在、敏捷治理安全的人工智能产业生
态体系，助力郑州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高地。将在
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研究、大数据智能
等方面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互动
演进，建成10个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引
进培育20个人工智能高层次领军人才
团队。目标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和
相关产业规模分别超过 350 亿元和
2500亿元。

支持郑州数据交易中心
争创国家级数据交易平台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5项重点任
务——加大关键技术攻坚，提升人工
智能创新能力。将聚焦智能传感器、
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攻
克跨媒体分析推理技术、群体智能关
键技术、混合增强智能新架构与新技
术、自主无人系统的智能技术、虚拟现
实智能建模技术等一批关键共性技
术；深化与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的
合作，研究引入高质量通用型大模型，

强化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分
类等基础能力，推动大模型在行业领
域应用的健康发展；鼓励人工智能企
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牵头建设人工智
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加强智能算力建设，夯实人工智能
发展底座。建设技术先进的极速算力承
载网，优化国产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整合全市算力资
源，建立统一的算力调度平台，提升算力
调度能力，积极融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
建设布局；支持郑州数据交易中心争创
国家级数据交易平台，依法、合规、有序
向人工智能企业和研发机构开放共享交
通、教育、医疗、旅游等重点领域数据信
息，保障中小企业、个人开发者等合法使
用开放数据。

设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子基金
《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任务中，还

将加快智能产品研发，发展人工智能
相关产业。强化智能传感器强链补链
延链，打造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建设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探索有条件
的企业在本市公路（含高速公路）、城
市道路（含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区域
范围内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

应用和示范运营；促进智能终端技术
和产品与手机游戏、视频应用、位置服
务、社交网络等领域深度融合，创新商
业模式；聚焦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网
络化，积极研发装备行业需求远程故
障监控与维护等高精度传感器及智能
控制软硬件系统。

优化发展环境，构建人工智能创
新生态。发展壮大智能网联汽车、智
能装备、智慧医疗、智能终端、智慧物
流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打造人工智
能创新应用示范区；用好用足现有人
才政策，积极引进人工智能高层次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完善投融资机
制。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研究
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下设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子基金，鼓励市天
使基金按照市场化原则支持人工智
能天使期项目，坚持市场化运作，重
点投资孵化人工智能领域早期项目
和初创型高成长性企业；鼓励人工智
能企业在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开
展股权融资，支持风投、创投机构加
强对人 工 智 能 初 创 企 业 的 投资并
购；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展支持知识
产权抵押等创新业务。
记者 李娜 陶然

提高聚酯产业链运行
效率和稳定性
郑商所将推出瓶片期权

本报讯（记者 安欣欣）12月 15
日，记者获悉，中国证监会已于近日
同意郑州商品交易所（简称郑商所）
瓶片期权注册，并将督促郑商所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瓶片期权的
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

据统计，我国瓶片产销量均居
世界首位。2023年，我国瓶片产能
1661万吨，约占全球瓶片总产能的
42.2%，产量 1310万吨，市场规模近
千亿。2024 年我国瓶片产能突破
2000 万吨，市场规模进一步增加。
瓶片上中下游市场主体丰富，相关
产业企业数百家。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瓶片
价格波动幅度加大，近 5年现货价
格年均波幅 39.5%。企业经营利润
持续压缩，价格风险管理需求较大。

瓶片期货自今年 8月份上市以
来，市场运行平稳，功能作用开始显
现。期权作为一种基础性的风险管
理工具，与标的期货市场在运行机
制和市场功能上存在互补性，上市
瓶片期权有利于对应标的期货市场
运行更稳、结构更优、质量更强。

“瓶片期货作为一个高效的套
期保值工具，其上市至今已经吸引
了众多产业链客户。”浙江明日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聚酯部商品
经理朱建威说，商品期权可以提供
更丰富的交易策略与期货工具形
成互补。对生产企业来讲，相比较
原有套保模式其应用场景更广、资
金利用率更高。产业链客户可以
根据行情的涨跌、波动情况制定更
贴合行情的期权买卖策略来稳定
经营。

“瓶片期权上市可以完善聚酯
产业链风险管理体系，助力提高产
业链运行效率和稳定性。从产业
层面看，有助于提升我国聚酯瓶片
产业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逸盛石化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吴良
均表示。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瓶片
期权上市后，将进一步提高市场信
息传递和价格发现效率，促进瓶片
期货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随着多
年来期权投资者教育工作持续深入
开展，会员单位和产业企业的期权
专业人才不断增加，市场各方对期
权的认知和掌握程度持续提升，为
上市瓶片期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下
一步，郑商所将持续开展期权投教
活动，特别是面向相关产业企业的
期权培训，为瓶片期权上市做好充
分准备。

稳居全国第二

河南粮食总产量连续8年超1300亿斤

我市场景驱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

郑州将建成10个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新财智

建成10个人工智能创新平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50亿元……12月14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郑州市场景
驱动型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建议。《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总体目标、重点
任务、保障措施3个方面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