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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港澳高速下高速到航
海路开始，3 分钟就进入了郑州
国际物流产业园内。

张继功带着记者，开着车在
园区内“闲逛”，“这里地已经平
了，你看在打桩，厂房马上就动
工。”“那边是德邦，他们进来运
行一年多，货量上得很快，现在
车都停不下了”。

没有目的地行走，让人产生
一种恍惚，远处是绿油油的麦
田，道路畅通宽敞，厂房鳞次栉
比，工地的围挡上，是围挡内即
将建设的楼群的效果图，这里分
明是陡然生出的一座产业新城。

虽然是一天中最闲的正午时
分，在德邦货仓里，依然有几十个
理货员开着电叉车在大量的货堆
中间穿梭，“现在公司有员工1000
多人吧，一半是当地人”。

不仅仅是以德邦为代表的

企业们开心，当地农民陈明礼也
在家门口找到了城市的感觉，

“俺家孩儿在园区里上班，我就
在这里修路，你看看，不用出去
打工了，家门口过一年两年都变
成大城市了”。

在国际物流产业园内，就有
几万的本地人口，未来，这里就
是一座城市。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已经签约，与北师大基础
教育实验学校达成了合作意向，
邮政、金融、消防……城里有的
这里都有，甚至，园区内一条水
面宽 40 米生态绿化 100 米的蜿
蜒河流正在开挖。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不仅仅
瞄准了千亿级汽车及装备制造
产业基地、千亿级现代物流产业
基地的“双千亿”发展未来，更是
一座产城融合的新城。

其实，产业集聚区首先是一个

地域的概念，虽然郑州15个产业集
聚区从4.6平方公里到415平方公
里不等，却基本上都是在主城区以
外的“毛地”上凭空“生长”而出。

“产业集聚区的效益不仅体
现在经济发展上，更是对城市发
展的有利补充，集聚区对人口的
吸引效率巨大，企业进来为税收
做贡献，也吸引人来就业，有产
业了基础设施跟随产业同步跟
进。有人来了，反过来需要消
费，促进三产发展，包括房地
产、配套服务等，逐步也把人从
中心城市分流出来了。”河南产
业集聚区网首席顾问杨建国认
为，产业集聚区的效益在这个
方面体现明显，“郑州市提出一
个载体三个体系，新型城镇化，
就是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
系和自主创新体系。”

“是不是又一轮‘圈地运动’？
产业定位不明确会不会‘一哄而
上’？”作为一个深入钻入产业集
聚区的“招商红娘”，杨建国坦
言，虽然产业集聚区发展迅猛，
对全省全市的经济拉动效益明
显，但是质疑声从未停止过。

很多人担心，将地圈起来了，
却无商入驻，杨建国说，这种担心
前几年在省内其他地方确实存
在，但是这两年来郑州产业集聚
区的发展有力反证了这一担忧。

没有地方了，有的企业想
来，我们确实要挑，张继功说，物
流园区定位为汽车装备制造和
国际物流，是基于四周便利的高
速出入和周边产业的，正是因为
定位精准，企业招商非常顺利，
发展才3年多，已经几乎“满园”，
甚至拒绝了国内一些知名大企

业的进驻。
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引入

了郑州日产、海马商务等 4 家整
车生产企业，激活了60多家零部
件等配套企业。

过去招商，都是一个大会上
千的企业，只要是企业参加就都
欢迎。“现在看河南尤其是郑州
的招商活动，规模越来越小，目
标越来越精准，效率效果都是空
前的。”杨建国说。

在产业集聚区发展之初，郑
州市发改委牵头就对每个产业
集聚区进行了明确的产业定位，
王琳说：“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
调研做了规划，根据当地的资源
优势和产业禀赋确定，这几年基
本没有变过。”

“过去是只要大企业，都要，
现在不符合我们定位的，真不

要。”张继功说。
“产业集聚区发展到现在，

就算是符合定位的大企业，也要
看看你是不是具有国际影响力、
国内带动力、资源整合力的‘三
力’企业，如果不是，不要。”航空
港区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说。

遵循着“五规合一”、“四集一
转”、“产城互动、融合发展”的思
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区域经
济的增长极、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招商引资的主平台、转移就业的
主渠道、改革创新的示范区。

“临空经济”翱翔蓝天，郑欧
班列奔驰“丝路”、“买全球卖全
球”的 E 贸易用网线撬动世界。
这些，都是集聚的力量。

产业集聚，让郑州嵌入世界
的产业链，走上国际的大舞台！

“无中生有”，产业新城

主业拉动，选商招商

产业集聚
让郑州登上国际大舞台

让我们再将目光收回到2014年5月，中牟县官渡镇的青年
林小平从深圳回到家乡，成为日产汽车的一名钣金工，而他
的妻子小红，也随着他归来，在另外一家企业内成为仓库理
货员。
“没想到家门口发展这么快，工资比深圳低了点，但是心里有
着落了，感觉也能想后半辈子的事了。”
5年来，郑州市仅在产业集聚区内就新增就业岗位75万个，
带动了一大批农业人口实现就地城镇化。
依托县城和镇区，依托原有产业布局和产业基础，增长规划
建设的产业集聚区和专业园区，成为农民就近就业和自主创
业的载体、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产业转移的载体、城市生产
要素向农村流动的载体。
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而今通过企业集中布局、集聚发
展，实现了基础设施的低成本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的共建共
享、供销市场的培育形成、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科技信
息的互通互享，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是产业定位的精准，是大企业的号召力，更是历史的机遇，让
郑州航空港及郑州的15个产业集聚区，成为众多大企业内
迁和外出务工人员回归的寻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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