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扛鼎未来。据市工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打造协同创
新平台，在首批 13家市产业研究院
基础上，谋划建设新一批集研发、中
试、产业化、工程化于一体的创新联
合体，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
品牌、设计研发能力、仪器设备、试
验场地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在技
术研发、标准制定、专利布局、绿色
发展等方面推动大中小企业加强创
新合作。同时还将依托省技术交易
市场，推动科研成果交易、转化；支
持打造创新技术应用场景，依托“链
主”企业推广应用“三首”产品、支持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专利产品
产业化等专项政策，鼓励企业加强
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

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重点技术研
发推广。

如何推进全市工业企业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下一步，我市将依
托郑煤机、中铁装备、宇通客车等行
业龙头企业建设符合中小企业特点
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发一批“小快
轻准”低成本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解决方案和场景；推动垂直行业工
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深化服务大中小
企业融通的功能作用，促进产业链
制造能力的集成整合和在线共享，
推动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

“智改数转网联”。
“按照郑州市委十二届七次全

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为推动
202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郑州市将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主动融入
新发展格局。”河南省委咨询组研究
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
分析说，以都市圈为依托，高水平推
动城市协调发展，将为郑州发展带来
新机遇。郑州将深入推进“四高地、
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和郑州都市
圈建设，确保郑州市经济发展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而加
快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

蓝图绘就，正当乘风破浪；重任
在肩，更需快马加鞭。

脚下，是欣欣向荣的土地；前
方，是山水迢迢的征途。郑州正策
马扬鞭，奔向昂扬奋进的春天！
记者 成燕 徐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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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奋进的郑州奋楫
争先，向春而行。

仰望冬日晴空，一架架银鹰展翅翱翔；俯
瞰绿城大地，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飞
驰而去……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考察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项
目、郑州国际陆港时，勉励郑州朝着“买全球
卖全球”目标迈进。在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
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指示。

殷殷嘱托仍在耳畔，声声关怀催人奋
进。在砥砺前行的征途中，朝着“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奋进目标，郑州以“夯实产业”与

“做大市场”为双翼，正在不断加快搭建产业
承接平台，有力推动重点产业链补链延链强
链，为构建城市新发展格局描绘多彩的画卷。

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上担重任

商都
论坛

□郑 旗

制造业是郑州支撑经济发展的强大底
气和坚强脊梁。

1月 5日，两列满载新能源汽车的 JSQ6
笼车从位于航空港区的郑州国际陆港发运，
这意味着又有近600辆“河南造”比亚迪汽车
走出郑州，进入广阔的市场。签约后37天内
项目开工，17个月实现投产，7个月迎来比亚
迪第6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作为比亚
迪产能最大、用工最多的整车生产基地，郑州
比亚迪自落地以来，便以其高效的生产线和
精湛的制造工艺不断刷新行业纪录，成为郑
州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支点。

近日，由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自
主研制的我国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

“江汉平安号”在湖北顺利掘进始发，用于引
江补汉工程建设。作为“大国重器”，该装备
堪称目前国内引水隧道项目中直径最大、功
能最全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开挖直径达
11.93米，总长约180米，整机总重约3550吨。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一个个翩然而至的
喜讯，为冬日的郑州增添一抹抹斑斓的色彩。

来自市工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
前 11 个月，郑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2%，对GDP贡献率超过70%。2024年，全
市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迈入全国第
一方阵；超硬材料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实现零的突破；巩义高精铝制造入围国家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各类国家级产业
集群达到5个；郑州荣获“中国超硬材料产业
地标”“中国铝产业高地”两张“中国最具影响
力产业名片”，新获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
北斗规模应用、5G应用“扬帆”行动等3个国
家级试点示范城市，郑州市新型工业化引领
和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两个经验入选全国推广典型案例。

大平台 承接大产业

提速，携手构建城市新发展格局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
近年来，郑州市树牢“项目为

王”理念，坚决扛稳“经济大市勇挑大
梁”责任担当，坚定不移抓项目、促投
资、稳增长、增后劲，引进落地比亚迪
新能源汽车、超聚变研发中心及总部
基地、紫光全球超级总部、富士康新
事业部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带动
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月 5日，全省第十五期“三个
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举行。来自市
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中心的统计数据
显示，郑州市第十五期“三个一批”

项 目 共 193 个 ，总 投 资 2057.5 亿
元。其中，新增签约项目 59个，总
投资 1157.9亿元；新增开工项目 61
个，总投资 451.7亿元；结转投产项
目 73 个，总投资 447.9 亿元。这些
项目涵盖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等多个领域，将为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
全市将着力构建市场化招商新格
局，组建、引进市场化招商企业平台
和产业投资企业，推动形成“政府+
企业+专业机构”的招商模式。同时
做大做强基金招商，设立主导产业

基金，形成“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
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
管理”投资体系；优化高端服务业招
商，引育一批全球知名酒店、展会、
高端商贸项目，落地一批现代物流、
仓储、租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
业优质项目。

着眼新兴未来产业，全市将着
力引进一批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量子信息、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
未来产业项目；抓实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深化智能终端、汽车制造等20
个重点产业链招商体系，推动一批
重大项目建设。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
清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要求各种生
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
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
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
范围内顺畅流动。而推动产业有序
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保
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

产业链强，则产业强，产业强，
则实体经济强。按照《郑州市推动重
点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实施“一
县一主链”行动方案（2024—2025
年）》，各区县（市）将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与发展实际，选择重点发展的3至
5个细分产业链，全市共明确60个细
分领域，加快推进集群培育。

“大个头”企业及一批“链主企
业”是推动郑州产业发展的强力引

擎。去年，宇通集团、郑煤机、明泰
铝业等 5家企业入选“2024年中国
制造业企业 500强”。一批“链主”
企业也成为引领产业链发展的领头
羊。近日，相关部门认定郑州比亚
迪等第二批“链主”企业 69家，全市

“链主”企业累计达 131家。郑煤机
等“链主”企业获评河南省“头雁企
业”称号，全市入选省“头雁”企业累
计已达 55家（次）。截至目前，全市
拥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129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17家，单项
冠军企业（产品）13家。

大项目 带动大发展

大循环 激活大市场

大创新 引领大未来

开放融通是大势所趋、发展必然。
放眼全球，郑州作为“一带一路”重

要节点城市、新亚欧大陆桥的战略支点
城市，肩负着“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朝着“买全球、卖
全球”目标努力迈进的时代重任。立足
国内，郑州都市圈是黄河流域、中部地区

经济实力最强、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
一，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聚焦郑州，
必须找准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在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上担重任。

要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
机制。

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上担重任，
既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
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快探
索形成区域制度性开放新优势，为服务
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探索经验，也要
围绕提升国际化水平、构建更高水平内
陆城市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进一步放

大区域交通优势，做强国际物流枢纽，奋
力扛起对外开放门户的职责使命。

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市产业门类齐全、基础扎实，以先进

制造业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制胜
未来的底气与优势所在。要坚持先进制造
业主攻方向，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攻坚战，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战
新产业强链集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统筹
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协调发展，让郑州产
业体系更加完备、更有竞争力。

要推动重点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
目前，我市20个重点产业链中，智能

终端等7条产业链产业规模达千亿级。

聚焦产业链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
郑州乃至河南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我们要继续围绕
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进一步强
链补链延链，培育更多龙头企业，打造更
多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为郑州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新动能。

经济全球化大潮势不可挡，开放发
展的未来前景无限。让我们以更加强
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围绕“在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上担重任”这一职责
使命，加快搭建产业承接平台，有力推动
郑州市重点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为构
建新发展格局蹚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