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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当日下午，在好想你总部，60多名
央媒与地方媒体记者参观红枣博物馆，
到访中国红枣期货交割库，走进智慧生
产车间，一路拍摄点赞。

把红枣这一土特产带入品牌时代，
并发展出规上企业44家、年产值150多
亿元的食品企业集群，新郑食品产业又
一次引来赞许的目光。

新郑是黄帝故里，也是中华枣乡。
距今 8000年的新郑裴李岗遗址，就曾
发现碳化枣核。新郑至今仍保留大量
数百年树龄的枣树。千百年来，中华文

化中和守正、革故鼎新的精神，正如“新
郑”其名在此一脉相承，现代食品产业
的发展也不例外。

近年来，新郑市将食品产业作为经
济支柱，帮助企业技术改造做大做强，
以好想你、白象为代表的食品企业迅速
成长。

同样位于薛店镇的白象方便面，是
新郑食品产业又一传奇。当年改制小
厂，如今在全国有12个生产基地，产品
覆盖全国各地并出口 60多个国家，年
销售额过百亿元。

好想你生产车间

新郑食品企业集群年产值150多亿元，引来央媒点赞

不止有大枣 点“食”成金香飘四方
12月25日，中宣部组织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走进新郑本土企业好想你

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探寻“中国红枣上市第一股”高质量发展“密码”。新郑食品
产业再一次吸引媒体聚焦。

食品产业中，味道是灵魂。位于新
郑的雪麦龙食品香料有限公司，以花椒、
生姜、八角、茴香、孜然、大蒜等天然原
料，不断调出新口味，目前年产值达5亿
元。这些调味料用于方便面、肉制品、
调味食品、香精香料企业，统一食品、白
象、卫龙、盐津铺子、绝味、海底捞等知
名餐饮公司都是其长期客户。目前，占
地61亩、总投资2.5亿元的雪麦龙食品
新厂区一期项目已全面建成投产。

龙头带动，招大引强。为做大食品产
业，新郑在薛店、和庄、梨河等乡镇设立食

品产业园区，成功引进中储粮、天康宏展、
达利食品、雪花啤酒、光明乳业等国字号食
品行业领军企业。2023年，中储粮油脂、
天康宏展分别完成年产值42.5亿元、25.2
亿元，成为新郑食品行业“领头雁”。

华润雪花啤酒作为较早在新郑
建厂的食品企业，已经成为集团中西
部地区规模最大、生产设备智慧化程
度最高的工厂。作为雪花啤酒全国
唯一标杆，占地近 400 亩的厂房仅有
员工 167人。工厂近年在技改创新上
的投入，连年超过 5000万元。

当前，为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新郑市正在借助省市政策支
持，加强引导，提供要素保障，扎实
推动规上企业技改项目备案全覆
盖。今年完成入库技改项目 55
个，技改投资增长 25%以上，年内
创成省级以上智能工厂 9家、绿色
工厂7家。

以小面包为代表的烘焙产品，
是新郑食品产业又一新亮点。新
郑市和庄镇神州路上，达利、闽盛
与刚拿地的友臣都由闽商创办。
其中，河南达利是新郑首家闽商食
品企业，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
势、营商环境以及周边面粉、鸡蛋、

食用油等原材料采购便利。
不仅产品，产业链也在向新延

伸。在新郑市梨河镇，一家企业以
食品企业边角废料为原料，生产高
端动物饲料产品，订单接连不断。
投资者看中的正是新郑食品产业
链条效应，准确把握住这一商机，
企业年产值过亿元。

新郑现有各类食品企业 200
多家，食品产业门类齐全，已经形
成全产业链式融合发展。新郑食
品正在走上更多人的餐桌，不仅为
区域经济带来强力支撑，也为人们
的高品质生活贡献力量。
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温良
常春阳/文 记者 李新华/图

央媒点赞新郑食品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技术创新味道更好

中原区委、区政府按照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围绕中心工作，深入开展“三
标”活动，推进“十大战略”，深度谋划“促
消费、增活力、稳增长”工作。发挥资源禀
赋优势，扩大优质消费载体，积极培育消
费新业态，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担当起
讲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郑州故事”，提
振发展信心重任，为郑州坚定扛稳“国家
队”“领头羊”和经济大市勇挑大梁重任贡
献中原区力量。

今年以来，中原区首次入选全国百强
区，上榜“2024全国创新百强区”，城区发
展位势能级全方位提升。出台“开门红十
六条”等若干措施，发放消费券，全面推进
家电以旧换新、汽车置换更新等活动，释
放消费潜力超10亿元。“四个中心”举办活
动近400场，服务群众超200万人次，其中
演唱会 40 余场，吸引观众近 90 万人次。
磨街文创园被认定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二砂、国棉三厂入选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
街区，保利久街“郑好看”小剧场独创河南
首个“喜剧+”概念生活区，四川文投“川灯
耀世界 中原奇妙游”龙年迎春灯会客流
量达23万人次，“一路四街”片区全年客流
量预计突破 3000 万人次。截至 11 月底，
全区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营收完成397
亿元，增长18.8%。

聚焦首发经济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中原区委副书记、区长邓英文

聚焦政策落实，持续扩大传统消
费。一是推动政策落地转化。继续
出台“开门红”促消费政策措施，开
展汽车、房产等团购会、展销会，举
办家装节，落实汽车、家电、3C等促
消费补贴政策；加快消化存量商品

房，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二
是优化汽车消费市场结构。提档升
级大中原汽车城。完善二手车信息
查询平台，扩大二手车流通，促进汽
车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发
展。三是增强消费动能保障民生。

坚持“政策+活动”双轮驱动，提前谋
划春节、五一等节假日促消费活
动。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提升消费
能力、意愿和层级，结合“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着力推动促消费成
果惠及民生。

聚焦首发经济,培育壮大新型消
费。一是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支持直
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二是持续扩大电商贸易。结
合抖音、滴滴、文祺电商、海一云商等
电商资源，加大力度布局跨境电商产
业新载体，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贸易。
三是延伸消费增长新空间。联合抖

音、吉利玛特、苏宁等线上品牌和平
台，拓展新国货品牌、宅生活服务等消
费增长新空间。积极引入“次世代”

“谷子经济”为线下商业引流，推出微
短剧、动漫电竞、实景剧本杀等沉浸式
体验，打造新业态和新亮点。四是助
推首店、首展、首秀落位。利用“四个
中心”场馆集中的地理优势，“一路四

街”网红打卡游的金字招牌，构建“精
品演出+旅游推介+文化交流+竞赛项
目”四位一体营销新模式，广泛招引各
领域头部品牌首店、首展、首秀落位。
2025年全力助推全区重点商圈、园区、
街区分别新落户高能级首店 10家以
上，开展首秀、首展活动30场以上，进
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聚焦场景焕新,拓展文商旅体
消费。一是做强“演唱会经济”。
通过举办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活
动，打造复合型消费场景。加速广
电中心、会展中心和配套工程建
设，确保 CCD地上商业项目五一投
用。围绕“场馆运营”扩充区域功

能，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二是
做优主题商业。加快“一路四街”
提质升级，确保磨街二期春节投
用、798 二砂项目春节前落地。依
托麦德龙、百联奥莱、大张商业等
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陆续签约落
地的契机，全面推动消费扩容提

级。三是做活体验消费。依托芝
麻街 1958 双创园、二砂文创园、国
棉三厂历史文化街区等园区，大力
发展购物游、工业游、城市漫步等
业态，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在西
流湖、碧沙岗等公园探索实施“公
园+”新消费业态。

做好2025年促消费、增活力、稳增长工作，中原区将围绕“三个聚焦”抓好落实。

打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组合拳
“促消费增活力稳增长”区长谈

消费是重要的民生，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
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九大重点任务之首。省委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市委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对“加快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进行了具体部署。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郑州怎么做？本报今起推出【打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组合拳】——“促
消费增活力稳增长”区长谈系列报道，介绍郑州各城区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消费、增强消费动能、
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强化政策保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鲜活实践，为您讲述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郑州故事”。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