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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布局未来产业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无论是进一步推进科技创

新，还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以及打造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都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载体。
围绕这一目标，郑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聚

链成群，并布局未来产业赛道。

昨日，记者从市工信局了
解到，近年来，我市积极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全力推进装备制
造、铝加工、耐材建材等传统优
势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高先
进产能比重。

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我市加快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
战略新兴产业，推进重点产业
聚链成群。出台《郑州市实施
优质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方案》，
实施筑基、强腰、树冠三项工
程，突出高成长企业培育。绘
制产业链图谱，深化市场化招
商机制改革，发挥战略新兴产
业母基金作用，开展产业链精
准招商，加快富士康、华为、比
亚迪、宇通等重大项目和一批

载体项目建设。加快产业链群
建设，深入实施“一县一主链”
行动，推动重点产业“串珠成
链、聚链成群”，争创一批省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跨区域
产业集群融链结链，支持郑南
商许超硬材料产业集群向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进军，争创
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中国
软件名城。

此外，我市积极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锚定六大方向、十
五条赛道，全力抢占未来产业
制高点。强化创新引领，争取
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基
地）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在郑布
局，加快中豫具身智能实验室、
中原细胞和免疫治疗实验室等
在郑省级创新平台建设，推动

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组建面向
未来产业的创新平台，强化关
键技术联合攻关和创新成果转
化。强化金融资本赋能，充分
发挥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将未
来产业纳入市战略新兴产业母
基金、天使基金支持范畴，统筹
设立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
氢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子基金，
建立健全重点产业常态化项目
推荐机制。加快未来产业专业
园区建设，突出未来产业专业
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按照“一
园一特色”原则，打造郑高新数
算产业园、中原区机器人产业
园、上街区低空经济产业园、巩
义市航天航空产业园等一批未
来产业特色园区，加快形成“4+
N”未来产业空间格局。

6月底的天气烈日炎炎，巩
义市河洛镇寺湾村的田里遥看
浅青一片。6月初这里收完小
麦，随即便播下玉米种子，如今
玉米苗已经露头，一排排滴灌
带正在浇灌着玉米苗。当地种
粮大户说，现在农作物播种、灌
溉、喷药、收割等都是机械化、
智能化，3000多亩的田地只需
五六个人，农业生产效率更高，
农作物产量也更高。

郑州市始终把保障粮食安
全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

重，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一是严守耕地红
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加
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田
水利设施，提升耕地质量。二
是强化科技支撑，坚持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共促，
加强农技推广服务，提升粮食
单产水平，同时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三是强化政策支持，稳定
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
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
策，严格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
政策，全面实施小麦、玉米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
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在保障“粮安”的同时，郑
州市也努力实现“村兴”。近年
来，郑州市认真践行“乡村振
兴，产业先行”的工作思路，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的乡村产
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全
力推动乡村特色富民产业提质
增效。中牟姚家镇和官渡镇的
草莓产业、巩义鲁庄镇桑家沟
的花卉产业、登封环嵩山乡村

的民宿产业……各地呈现出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
一方百姓”的良好发展态势。

全市累计培育农业产业强
镇 12个，其中国家级产业强镇
6个，省级产业强镇 6个；累计
培育“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18
个，其中，国家级示范村8个、省
级示范村镇 10个。同时，郑州
市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黄
河鲤鱼养殖规模居全国之首，
观赏鱼锦鲤年产量占全国一半
以上，“168”养殖模式（漏斗形
池塘循环水高效养殖技术）在
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市有
效期内绿色食品132个、地理标
志农产品 10个，名优特新农产
品49个。黄河鲤鱼、登封芥菜、
中牟西瓜、新密金银花、荥阳河
阴石榴等一大批地方特产享誉
全国，已成为郑州农产品一张
张亮丽的名片。

来自郑州市农业部门的数据，
2024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1933元，同比增长5.1%；全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92.1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6%。

三全食品的生产车间
里，一条条自动化、数智化生
产线将面粉、蔬菜、肉类等加
工成一箱箱面点、水饺、汤圆
等美味食品，送到千家万户
的餐桌上。

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
着农业和农民，一头连着工
业和市民。近年来，郑州市
立足农业大省省会资源集
聚优势，坚持“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理念，全力推动农
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有效
促进了农业产业链延伸和
价值链提升，农产品加工业
已成为郑州市六大支柱产
业之一。

2024年，全市规上农产
品加工企业 208 家，产值约
千亿元；规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约为
3.1∶1，高于全国（2.06∶1）平
均水平。郑州速冻食品国内
市场占有率超 60%，方便面
国内市场占有率 20%以上，
枣制品产业规模稳居全国首
位。千味央厨、蜜雪冰城分
别在深交所、港交所上市，成

为预制菜、休闲饮品行业的
领跑者。

同时，郑州食品“走出
去”的步伐也在加快。近年
来，郑州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带动“郑
字号”食品产业链国际化。
蜜雪冰城海外门店近 5000
家；喜万年食品年出口大蒜、
胡萝卜等脱水蔬菜9.3亿元；
三全、思念、白象等企业的产
品在北美洲、欧洲等地占据
一定市场；万邦国际农产品
批发市场与全球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
据郑州海关统计，2024年全
市涉及农产品出口业务的企
业达到 256 家，出口额共计
32.2亿元。

在中牟新区，中原现代
食品产业园正在如火如荼建
设中。随着中原现代食品产
业园、瑞益食品工业园等优
质项目的落地实施，郑州市
农产品加工业将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形成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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