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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强力拉动省市发展

航空港实验区开足马力拉杆起飞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石大东 张子明 程玉峰 陈锋 袁帅

经济发展总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
就产业发展来说，总是由某一个优势产业带动关联产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在经济
全球化、科技化的背景下，航空产业（或者说航空经济）当属朝阳产业、优势产业。
就区域发展来说，总是由某一个点（或者说一个区域）的率先突破和发展，带动整个
区域的崛起和发展。在区域竞争明争暗赛、千帆竞发的背景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就是引领和带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引领和带动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先
发极、增长极。
今年2月10日至11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带领省四大班子
领导同志齐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调研，要求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乘势而上，加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
国家民航局局长李家祥指出，河南不沿边、不靠海，开放靠蓝天。
2013年3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刚来河南任职时，召开的第一个工作会
议就是研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展。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曾多次讲到：在郑州的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大的发展
机遇，一次是省会从开封搬到郑州，第二次就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
获批建设，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对航空港区的重视和支持有目共睹，航空经济对地
处内陆的河南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
6月11日上午，郑州报业集团采访团赴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采访。先后实地探访了机场
二期、河南电子口岸中心等项目建设情况，真实地感受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发生的变化。

六月的中原大地，麦浪翻金，夏播繁
忙。这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和孕育
希望的季节。这样的季节，同样属于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按照“一年起步、两年打基础、三年求
突破”的总体设计，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
里，年轻的实验区建设步履铿锵，建设发
展保持了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取得了让郑州人、河南人倍感振奋的非凡
业绩。延续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
势，正如省委书记郭庚茂所言，要把服务
国家大局和促进自身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把实验区建设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的一部分，进而通过航空港实验区这个战
略突破口的发展带动实现郑州都市区、中
原城市群核心区域和更大范围辐射区的
发展。殷殷重托寄厚望，是鼓舞鞭策，更
是责任赋予。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也高度重视航
空港的发展，多次协调解决建设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厚望在身，不容丝毫懈
怠；践行责任，必须务实重做。

对实验区建设而言，务实重做，必须
既脚踏实地做业绩，又高瞻远瞩谋未来。

“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
塑造大都市”，是个有机整体，要厘清各个
层面和环节的关系，更要积极整合各方要
素，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发展。同时，要
想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始终保持领
先优势，必须最大限度地挖掘内在潜力，
努力创造优势，占据发展制高点。借鉴上
海自贸区“四项制度创新”，在投融资、贸
易、物流、监管领域先行先试，提前模拟进
入自贸区模式，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示范
区，关乎实验区建设自身再升级，更能先
行先试为省市自贸区申建提供经验支撑

与榜样带动。
“得中原者得天下。”自古皆然。
如今的中原大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正愈来愈重要地发挥着开放龙
头作用，是名副其实的中原“龙头”。融入“一
带一路”，打造亮丽名片，尤需今后的实验区建
设持续打好全面突破攻坚战，“以航空港实验
区为统揽，推进‘综合枢纽、功能载体、关务体
制’三大平台建设，加快打造国际化、现代化立
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集疏中心”，带动郑州
都市区、中原城市群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开
创大格局下区域发展更为灿烂的未来。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交通运输始终是
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交通
方式的变化是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动
力。1992 年，“世界航空经济第一人”卡
萨达提出“第五冲击波”理论。卡萨达认
为，航空是继海运、内河航运、铁路、公路
之后，经济发展的“第五冲击波”。

抢抓航空经济发展机遇，挖掘和释放
河南及郑州的区位优势，省委书记郭庚茂
明确指出：一定要把航空枢纽当“一号工
程”来做，河南的将来要靠机场。

郑州航空港区坚持以“大枢纽”建设
为龙头，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全力打造立
体交通“大动脉”。站在郑州机场二期信
息中心平台远眺，1100 多米长的 T2 航站
楼、GTC 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飞行区
第二跑道的主体骨架都已成型。为确保
工程今年底投入使用，现场有 7200 多名
工人在昼夜施工。T2航站楼建筑面积达
48.5 万平方米，是现有航站楼面积的 3 倍
多。由主楼和四个指廊组成，主楼为地上
四层，一层为行李处理层，二层为到达层，
三层为候机层，四层为出发大厅。局部地
下两层，地下二层为城际铁路、地铁。目
前，T2 航站楼屋面网架、钢结构、金属屋
面全部安装完成，一层精装修地板砖铺贴
完工，吊顶龙骨安装基本完成，第二跑道

道面工程提前一个月完成合龙。城际铁
路下穿机场二期、地铁车站段主体结构等
也已全部完成。

将来，与机场相连的其他交通方式都
要通过“GTC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来实
现“零换乘”。目前，连接郑州机场与高铁
东站的城际铁路、郑州地铁2号线、机场高
速改扩建工程、京港澳高速至机西高速连
接线等工程都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郑州高
铁南站建设方案已确定，郑州到万州、郑州
到杭州的高铁已经开工建设。随着“米”字
形高速铁路网建设绽放英姿，郑州航空港
全力打造的多式联运体系将绽放华彩。

仰望蓝天，密集的航线为郑州架起通
向世界的“空中丝路”。截至 2014 年底，
郑州机场累计开通航线185条，全货运国
际航线28条，位居中国内陆地区第一，基
本形成覆盖中国内陆主要城市与欧、美、
亚和大洋洲的航线网络。

2014 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1580 万人次，是 2010 年的 1.8 倍，同比增
长20.3%；货邮运输量37万吨，是2010年
的4.3倍，同比增长44.86%。两项增幅均
位居我国大型机场第一位。其中航空货
运连续4年增幅保持全国大型机场第一，
全国排名也由2010年的第22位快速跃升
到去年的第8位。

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必定
具有较高的开放度和创新性。如果说
交通是一个城市的骨架，对外开放要
素平台就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航空运输的最佳距离在800公里
以上，这已超越了很多国家的横跨距
离。自由贸易园区与口岸建设是每个
航空经济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通过近几年的积极努力，郑州航
空港实验区的对外开放体系建设已经
初具规模。2011年11月，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封关运行；2012 年即以 285
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排名全国综保区
第二位，被海关总署称为“郑州速度”；
2013 年继续保持 27.9%的高速增长，
完成进出口总额 349 亿美元，占到河
南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62.1%，被海关
总署称为“小区推动大省的典范”；
2014 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288 亿美元，
占河南全省进出口总额的60%。

2015年2月6日上午，河南电子口
岸平台正式上线启动，标志着我省初步
建成了集通关、物流、商务服务为一体的
大通关统一信息平台，提升了政府管理
部门和贸易经营企业间信息传递效率。

作为我省唯一的“一站式”口岸通
关服务平台，河南电子口岸平台上线
运行后，进一步简化了进出口贸易通
关程序，真正实现一个门户入网、一次
认证登录和一站式通关服务，顺应了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发展趋势，可
使我省进出口企业的关检重复申报项
目减少 30%以上，平均通关时间由 3
小时缩短为 1.5 小时。该平台为我省
进一步构建口岸平台体系、大力发展
航空经济、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部署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口岸建设方面，郑州已拥有一类
口岸两个（航空、铁路）、二类口岸两个

（铁路、公路），进口肉类与食品、药品、医
疗器械指定口岸正在建设，活牛进口指
定口岸申建方案已经初步完成。郑州已
获批至美国、俄罗斯、日本等13个国家邮
包直封权，机场签证处已建成投用。这
些口岸项目在中部地区都属于唯一。

国家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中，谋划了 9 省 10 海关丝路通关一体
化，10海关的数据处理中心就在郑州。

口岸需要完备的物流体系作为支
撑，航空港区的物流支撑体系也在不断
完善。已有UPS、顺丰、中外运等50多家
货代及物流公司入驻，普洛斯与传化合
作项目“普传物流基地”正式开工建设，
中外运物流枢纽基地即将开工建设。

全面提升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
的郑州都市区建设水平，离不开“开放
创新”这一核心原动力。航空港实验
区正在成为令人瞩目的内陆开放高
地，联通中原与世界的桥梁。
（请继续阅读AA03版）

多式联运体系助推大都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