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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突

破口在哪里
这是一个区域和城市蜂起争雄的时代。
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所有区域全在

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区域经济竞争如同大浪
淘沙，惊涛拍岸。

这是经济全球化呼啸而至的时代。
资源在全球高效配置，产业转移不断加

速，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世界变成了一个大
市场。竞争已不再是局部的短兵相接，而是
跨越全球的烽火硝烟。哪个地方发展战略有
误，创新不足，就会被世界抛离。

这是新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
数字网络、新能源、3D 打印等新技术异

军突起，重构全球产业格局。哪些地方跟不
上潮流，就有可能沦为全球供应链的末端。

这是艰难的抉择：我们的每一个重大决
策，都将决定着我们是在制高点上俯瞰四方，
还是在洼地中艰难挣扎；是顺势崛起，还是裹
足不前。

这是中原亿万人民的期待：在竞争激烈、
逆水行舟的复杂局面中，发挥自身优势，参与
国际分工，构建开放高地，引领中原走向美好
的未来。

2008年，时任省长、现任省委书记的郭庚
茂到河南履新不久，把他的第一次调研选中
了航空港建设。在仔细了解了航空港枢纽规
划和二期规划之后，他作出了一个清醒冷静
的判断：“这个事一定要当‘一号工程’来做，
河南的将来要靠机场。”

一年之后，时任省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
副主席的卢展工刚到河南任职，同样把目光
投注到了航空港建设。他说，我们一定要做
航空港，而且一定要做好。

当浦东新区引领长三角率先发展，滨海
新区推动北方经济快速跟进，两江新区带领
西南地区强势崛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为
何如此青睐航空港：中原经济区迫切需要选
择一个战略突破口，一个核心增长极，一个带
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

他们敏锐地认识到，世界是平的，航空运
输正在成为继海运、河运、铁路、公路之后的

“第五冲击波”，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高端
生产要素和促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条航线，在地图上看仅仅是一根线，但
这根线却有着神奇的魔力。有了这根线，再
高的山也能轻易翻越，再远的路也能及时到
达。天涯海角，近在咫尺。

有了机场，孟菲斯从先前美国南部最不
活跃的城市变成了大都市，迪拜在一片沙漠
中崛起成世界繁华之都，阿姆斯特丹从一个
普通的海港城市一跃成为世界 500强总部争
相入驻的大枢纽。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没有航空港的
发展和建设，河南将永远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内陆省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如此
定位航空港对于河南的意义。

是的，中国很大，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航空
的发展，就意味着偏僻；世界更大，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航线的连接，就注定落寞。

观世界潮流，绘发展大计，兴崛起伟业。
航空港，一个代表繁华与现代化的名词，在不
断追寻中浮出水面。

用郭庚茂的话说，几万公里的铁路和公
路连接的是大陆，而几公里的跑道可以连接

世界。航空港的繁荣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整个进程。

郭庚茂多次提醒省政府和郑州市：郑州
航空港做好了，有可能使我们抢占一个新高
地，迈上一个大台阶，改写中原地区在中国经
济版图中长期落后的历史。

追求
做思想解放观念创

新的践行者
据中国民航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共有

27个省（区、市）的51个城市先后提出54个临
空经济区的规划与设想，涉及 51个机场。重
庆、成都、西安、武汉、长沙，竞争如群雄逐鹿。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获
批之后，国内反响强烈。很多人都感到诧异：
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
什么落户河南？

有专家评论，这是河南省观念创新的重
要成果，是探索跨越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对河
南 1亿人民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长
期坚韧追求的回馈。

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河南的领航人
都是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先行者。他们尊
重规律，所以能顺应潮流；他们审时度势，所
以能抓住机遇；他们视野开阔，所以能拥抱世
界。

当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率先崛起，河南
却长期在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不是东
西”的尴尬中徘徊。如何对外开放，成了困扰
河南发展的最大难题。

寻找跨越发展的路径，打一场对外开放
的中原突围，成为河南历任领导人的不懈追
求。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他们开始从另
一个角度审视河南。

华夏腹地、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交通便
利，是河南最大的优势。而交通方式的变化，
始终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企
业和企业家的选择，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布局
和区域城市的兴衰。

一个重大决策延续至今：河南的交通区
位优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削弱，只能增
强。

从高速公路进入郑州机场，收费站上面
“中州第一门”五个大字耀眼夺目。这是1997
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建成通航时挥毫书写。在他主政期
间，全力推进河南高速公路建设。

新世纪初，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
提出，构建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把对外开放
的通道全部打开。在他离开河南之前，着力
推动的最后一件事是与铁道部签订了修建高
速铁路的合作协议。他那时的一段话至今仍
让河南人印象深刻：“高速铁路一定要上马，
即使我们自己投资也要修”。

20年努力，河南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连
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米字形”高速铁路框
架雏形已显。河南的领导人又开始谋划航空
港的未来。

与号称全国铁路心脏、公路枢纽的陆路
交通相比，航空运输已成为我省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中最大的短板。“河南是航空高品质俱
乐部的‘后来者’或者叫‘插班生’。”专家们这
样定位我省航空运输的现状，“但补上短板，
就有可能成为发展的制高点。”

2007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主
持启动了民航优先的发展战略，并列为“一号
工程”。随着卢展工、郭庚茂入豫履新，郑州
航空港建设开始全力推进。

这一切，犹如宏伟壮观的接力赛，借助着
思想解放的大潮，使郑州航空港动力澎湃，振
翅待飞。

这一切，使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在诞生的每一个节点上，都镌刻着解放思想、
尊重规律、顺应潮流、抢抓机遇的烙印。

在网络上点击“航空经济”四个字，几乎
弹出的每个词条都与郑州有关。这标志着在
航空经济引发的新经济形态竞争中，我省以
先行者的姿态抢占了制高点。

“当郑州航空港按7000万客流量设计时，
外界确实有很多质疑声。”省政协副主席、省
发改委主任张维宁说。但经过缜密论证，规
划者认为2035年之前就能实现目标。“看不到
这样的前景，我们就可能判断失误，失去发展
的良机。”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正当我省稳
步推进航空港建设时，一个重大的机遇开始
出现。

2011 年 4 月初，全国民航规划工作会议
提出，拟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个机场培育成
国内大型航空枢纽，承担京上广三大门户机
场的部分中转功能。令人惊喜的是，当时推
介的就是郑州。

紧接着，4月底，国家发改委召开国际航

空枢纽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评审会，通过分析

经停率、中转率、绕航率，与会专家一致认同：

郑州机场具备了国内大型航空枢纽的雏形。

消息传来，卢展工立即指示，“把航空枢

纽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

好”；郭庚茂果断研判，要求抢抓这一重大历

史机遇，“务求成功”。

登高才能望远。为了抢抓机遇，郑州航

空港始终追求先人一步——

2011年11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正式

封关运行。这是国内少有的围绕机场建设的

综合保税区。

2012 年 9 月，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服务试点项目启动，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利用

综合保税监管场所进行试点的城市。

这两个重大项目的启动，使郑州机场在

全国处于理念领先的地位，加速了郑州航空

港从“纸上蓝图”变成“现实样板”的进程。

“郑州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重大机遇。一

次是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另一次就是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省委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吴天君说，“面临这么好的机遇，
郑州要拿出不要命的劲头去干！”

追梦
为中原崛起搭建腾飞平台

有人曾仔细计算过郑州航空港从申报到
获批的时间。

2012年7月4日，省政府和中国民航局联
合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郑州航空经济综
合实验区的请示》；2013年3月7日，规划获国
务院正式批复——不足7个月。

又一个令人惊叹的中原速度。
跌宕起伏的申报经历，其中的每一段

时光，紧张与焦虑，平静与激昂，风尘仆仆
与彻夜难眠……如今都成为一句话的生动诠

释：上下同欲者胜。
为了考察国际最先进的航空港建设，郭

庚茂亲自带队，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美国的
路易斯维尔、德国的法兰克福、阿联酋的迪拜
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13天绕了地球整整一
圈。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商务之旅。在法兰
克福机场降落时，正遇上机场员工罢工，从上
午6点一直到下午3点，每人只吃了两个小面
包；在路易斯维尔，一行人早晨6点出发，深夜
一点还在集体研究当地的航空物流模式。

此情此景令人动容：除夕前一天，申报团
队最后离开国家有关部委的大楼；春节后第
一天上班，他们又最先守候在国家有关部委
的大楼前。3月4日，为了等候财政部的反馈
意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在国家发改
委一直等到晚上9点。

“没有轰轰烈烈，但绝非轻轻松松。”申报
团队为此感慨万端，“在平静和熬夜中，确实
有一种责任感在支撑着大家。”

这种责任感，源于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
与渴望。

在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看来，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把产业转型升级、区域

发展、科技进步和交通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融

为一体，在全国战略规划中极为罕见。

副省长赵建才则认为，只要抓住这个机

遇，就能极大提升河南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

地位。

4月 6 日，海南博鳌。在“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高端对话会”

上，经济学家朱宁用诗一样的语言说 :建设

好郑州航空港，曾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

中原，有望成为新兴航空工业“丝绸之路”

的又一个崭新起点。

这样的壮美图景已逐步显现。

如今，夜幕下的郑州机场，来自上海、济
南、青岛、太原等地的出口货物都在这里聚
集。UPS、俄罗斯空桥、法航、澳航等国际著名
航空、物流企业竞相与我省“空中握手”。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飞机在郑州
航空港上空穿梭往来。它们沿着不同的航线
飞向同一个目的地，把国际货源源源不断地运
往郑州航空港。它们从同一个地点起飞，在48
小时之内将郑州生产的产品运向世界各地。

4月24日，记者来到郑州航空港，被一座
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快速崛起的航空新
城所深深震撼。

这片新兴之地，两年前还是一片沙岗和
枣园，如今已聚集了20多万人，崛起了规模庞
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截至去年底，航空
港区内生产的苹果手机已经超过1亿部，占全
球产量的70%。

这个开发不过两年的新兴之地，直接
推动了河南外贸的爆发式增长。2012 年，
我省外贸总量突破 500 亿美元，增幅居全
国第三位。

按照规划，一个更大的奇迹将在这里发
生：到2025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
如同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惊叹的目光——

一个脱胎换骨的大都市，将从这里崛起。
一个充满希望的大中原，将从这里起飞。
现在，我们理解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原之

夜”上，省委书记郭庚茂向世界 500强企业领
袖们推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时，为
何显得如此豪情满怀——

“这是河南的机遇，是全国的机遇，也是
世界的机遇！”

世界再一次向河南聚焦——
3月7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4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80多家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向世界飞快地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中原梦，开始从
大地延伸到云天。

这是全国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继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
区成为国之方略之后，河南的发展史上迎来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