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徐刚领/文 马健/图）市工信委
传来好消息，1至4月，全市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41.6 亿
元，同比增长 9.8%，高于全国平
均增速（8.7%）1.1个百分点。全
市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完成增加
值 636.1 亿元，同比增长 11.8%，
高出全市工业增速2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市聚焦主导产
业，优化工业结构，狠抓项目建
设，着力招大引强，强化运行调
控，全市工业经济保持了“稳中
向好、调中有升”的良好态势，工
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

工业经济稳中向好。3 月
份，受工业用电量实现快速回
升、重点产业拉动作用增强等利
好因素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增速
明显加快，当月增速达 13.8%，
为 2013 年以来单月最高增速；
前4个月稳步提升至9.8%，总体
呈现趋稳向好态势。

主导产业支撑显著。众所
周知，我市工业七大主导产业分

别是汽车及装备制造业、电子信
息产业、新材料产业、铝及铝精
深加工产业、现代食品制造产
业、生物及医药产业、家居和品
牌服装制造产业。前 4 个月，这
七大主导产业完成增加值 636.1
亿元，同比增长 11.8%，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对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为 80.8%，拉动工
业增长7.92个百分点。

多 数 行 业 保 持 增 长 。 1
至 4 月 ，全 市 38 个 工业行业
中，有 30 个行业保持增长，增长
面达78.9%。

小型企业增长较快。1 至 4
月，全市大型工业企业完成增加
值 311.2 亿元，同比增长 6.8%；
中型企业完成增加值 296.4 亿
元，同比增长 9.3%；小型企业完
成增加值 322.4 亿元，同比增长
13%。小型企业增速较快，高于
全市平均增速3.2个百分点。

近年来，市政府高度重视工
业转型升级工作，站位“肩负双
重责任”以大枢纽带动大产业建

设大都市，在全省发展中发挥
“领头雁”和“尖兵先锋”作用的
高度，加快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发
展和“6+2”产业基地建设，深化
智能终端、云计算、物联网、新能
源汽车等新兴业态谋划，研究制
定了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两大战略支撑产业提升规划和
新型耐材、超硬材料、智 能 终
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其
他关键零部件等 4 个产业集群
发展规划，拟定了工业发展路
线图，形成了“壮大规模、优化
结构”、“抢抓机遇、奠定基础、
确立地位、引外与培内并举”等
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今年
3 月份组织召开全市新型工业
化大会，为促进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指明
了方向。

我市积极实施开放创新双
驱动战略，支撑工业经济转型升
级。今年5月14日，2014北京国
际道路运输车辆展拉开帷幕。
客车行业龙头企业宇通客车首

次发布的 E7 纯电动客车，零部
件总数量降低了57%，充电门槛
降低到民用级，每公里运营费用
仅0.3元。

宇通只是郑州汽车及装备
制造业的典型之一。市工信委
的信息显示，今年前 4 个月，全
市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158 亿元，同比
增长 12.2%。其中汽车制造业
前 4 个月完成增加值 52.1 亿元，
同比增长 13.3%，增速较去年同
期提高13.5个百分点。

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在龙头
富士康的带动下长势喜人。5月
中旬，酷派集团 13 家核心供应
商，签约郑州航空港。随着众多
企业项目加速向该产业园集聚
发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在全球重要智能终端生产
领域的地位正在快速巩固和提
升，全球重要智能终端（手机）
生产基地正在实验区一步步变
成现实。

据介绍，2014 年，实验区智

能手机产量预计可达 1.5 亿部，
预计到 2018 年产量将达到 5 亿
部，把实验区建成全球重要的智
能手机生产基地的目标是完全
可以实现的。

前 4 个月，全市电子信息产
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8.8 亿元，同比增长 22.7%。富
士 康 前 4 个 月 完 成 手 机 产 量
3103.6万台，同比增长27.7%。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速冻
食品业首先在郑州发端。三全
食品的创始人陈泽民发明了中
国第一颗速冻汤圆，从而成就了
一个新行业。郑州也成为全国
闻名的“速冻食品之都”，思念、
三全在全国速冻食品行业引领
风骚。

前 4 个月，全市现代食品制
造产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166.4 亿元，同比增长 1.9%。
其中，思念食品完成工业总产值
15.5 亿元，同比增长 1%；三全食
品完成工业总产值 10 亿元，同
比增长4.5%。

关于河南、郑州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力打好四张牌，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培育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心
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拓展更大更广发展空间的同时，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关于科技创新

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
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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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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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今年3月和5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河南考察指导，对河南、郑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寄予殷切希望。当前，郑州上下正
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即日起，本报推出“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讲话精神 加快郑州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系列报道，从国际国内产业竞争、区域发展优势培
育和以人为本惠民生等视角，探访郑州在科技创新、郑欧班列、E贸易、新型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区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探看郑州经济
社会的发展变化、成长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