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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占半壁江山
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郑州
被国家赋予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通道枢纽，肩负着“买全球、卖全
球”的重任。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中欧
班列（郑州）、跨境电商等开放新平台，正
为郑州经济发展蓄积新动能、新优势。

承天时、秉地利、聚人和，现代服务业
正刷新郑州经济的版图。

数字见证变化。2016年，郑州GDP总
量 7994.2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4057.1
亿元，同比增长 11.1%，占 GDP 比重达
50.7%，首次实现服务业占比超过 50%的
历史性跨越，服务业已成为拉动郑州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

郑州服务业发展喜人。身为交通枢
纽城市，众多经济数据中，货运量不得不
看。今年上半年，郑州航空货运量 10万
吨，同比增长 20.4%。铁路货运量 1458万
吨，同比增长1.7%。

新常态下，郑州服务业缘何能奏响发
展“强音”？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认为，
国家战略的叠加、区位优势的凸显、生产要
素的聚集，无不在推动着郑州现代物流、金
融产业蓬勃发展，加速新兴业态快速崛起。

郑州产业结构正发生着可喜变化。
加快发展以E贸易、华南城等为带动的新
型商贸产业集群,以航空物流、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为带动的现代物流产业集群,以郑
州国际文化创意园区等为带动的文化创
意旅游产业集群。郑东新区金融集聚区
核心功能区入驻金融机构达 265家,金融
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超过20%。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郑州市将
以引聚金融服务、科技研发、商务中介等机
构为重点，培育税收超千万元商务楼宇，打
造文化体验、特色商业、休闲旅游精品街
区。规划布局申报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
技、大数据等8类省级服务业专业园区。”

转型发展天地宽
——郑州市推动转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7月初，一批印有“中国宇通”字样的10米级鲜黄
色天然气公交车，穿行在缅甸仰光的大街小巷，服务
于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客车行业领军者，新能源客车
是宇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其新能源客车销量行业第
一，覆盖上海、天津、广州等150多个城市。

宇通转型升级新突破，是郑州转型发展的一个缩
影。7月20日，郑州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经初
步核算，上半年，郑州GDP(生产总值)为4040.2亿
元，同比增长8.1%。站上新的历史起点，郑州吹响向
国家中心城市迈进的号角。只有开放，只有创新，才
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大郑州的
城市竞争力。河南日报记者 何可

融合发展
一二三产业掀新篇

昨日，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
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郑州关于推
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初步设想是，
加强规划引领，强化政府引导，进一
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引导现代要素
向农村流动，做好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到
2020年，全市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总数
达到 440家。加快培育种养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推进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
动，鼓励组建联合社，制定针对家庭
农场的扶持政策，到 2020年，农民合
作社辐射带动农户数达到60万户，全
市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达到 45%；培
育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300家以
上；家庭农场达到500家。”

谷建全认为，郑州市第一产业占
比较小，就要加快从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向绿色化、智慧化等方面
转变。根据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加快培育休闲农业、绿色农业、智慧
农业等，此外，要促进一二三产业的
融合发展。还要加强科技创新，强化
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比如
说，良种培育和推广，要提升农产品
质量，培育农产品的优秀品牌。”

宋向清说，郑州转型升级的成效
是全方位的。一产的侧重点放在了
高效农业、新型农民和美丽乡村三大
领域，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
和运营模式的创新，让农业规模化，
标准化，链条化，从而实现产出高效
化。与此同时，农民由传统作业向
信息化和技术化引领的新型作业方
式转变，进而变成与时代同步的新
型农民。

“能做到以下三点，则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指日可
待。”宋向清希望郑州在三个方面继
续加大力度：一是再转型再升级的
氛围营造和政策支持，让转型升级
成为郑州做大支柱产业的新常态。
二是转型升级拾遗补缺，对于部分转
型升级薄弱产业和环节加大推进力
度，以避免其成为转型升级木桶中的
短板。三是转型升级人才团队的集
成，建议专列单项财政资金，对做出
重大贡献的转型升级人才进行高标
准奖励。

长篇述评■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郑州发展
铿锵有力，成绩掷地有声。

2012年，郑州市生产总值突破 5000亿
元，2013年突破 6000亿元，2015年突破 7000
亿元，2016年达到7994亿元。全市GDP从百
亿到千亿元曾经用了13年，而从5000亿元到
7000亿元的三个千亿台阶，郑州市仅用 5年
时间就成功跨越。

更可喜的是，“十二五”期间，郑州市产业结
构调整取得重大成效，实现两大历史性突破：第
三产业比重超过工业比重、现代新兴产业比重
超过高耗能比重，三次产业增长的协调性进一
步增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框架初步确立，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伴随中原城市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河南自贸试验区、国家中心城市等一系列国
家战略相继落地，郑州站到了新的腾飞平台，
迎来展翅翱翔的新起点。

7月20日，郑州市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
GDP同比增长 8.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2
个百分点，增速高于去年同期0.6个百分点。

郑州市统计局分析人士说：“郑州市经济
增长的动力已由去年的第三产业主要支撑变
为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支撑，经济增长的协调
性增强。”

上半年，郑州七大主导产业同比增长
10.5%，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89.6%。
其中，电子信息行业增长 21.9%，装备制造业
增长 10.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1.1%。

成绩来之不易！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
济形势，郑州市大力实施“制造强市”战略，积
极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
调整和产业转型发展。

“近几年，郑州市加快建设企业技术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规模以上
制造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超过80%。”郑州市工信
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国制造2025郑州
行动纲要》《郑州市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行动方案》等相继公布，智能制造装备、食品、
生物及医药、信息化等“十三五”规划和电子信
息、汽车、高端装备等七大产业基地2017年行
动计划陆续实施，进一步明确制造业结构调整
方向。5月15日工信部正式批复郑洛新创建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郑州，是中国古代制陶、制瓷、冶铜、冶
铁、纺织的主要发祥地。如今，电子信息、汽
车及装备制造、生物及医药、新材料、铝及铝
精深加工、现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制
造等七大工业主导产业，让“郑州制造”活力
四射。好想你、三全、思念、宇通等知名品牌
叫响全国。

汽车及装备制造业作为郑州市七大主导
产业之一，全市拥有宇通客车、东风日产、郑

州日产、海马汽车、少林客车、上汽等多家整
车企业，整车产能近百万辆。

汽车业转型升级，新能源一直备受关
注。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郑州市也取得
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优势。全市共有新能
源汽车生产及比克、国能新能源等电池及
关键零部件相关企业近 20家，2016年新能
源汽车产量达 2.81万辆，销售收入突破 200
亿元。

去年，宇通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推广
新能源客车 2.6万辆，市场占有率居行业第
一。海马汽车则是河南最大的新能源轿车
生产者，打造了河南新能源“第一轿”。

海马汽车联合庞大集团推出自己的共
享汽车产品，市民只需下载 APP，就能像租
公共自行车一样，租到新能源汽车，从郑州
火车站出发，到东区接朋友，用时 1.5小时，
仅花费 40元。

7月22日，2017年郑州休闲农业“走进乡
村寻梦田园”秋季采摘线路推介在郑州市惠济
区举行。一批精品秋季采摘线路公之于众。

“古柏渡、黄河生态垂钓休闲中心、水仙
谷农家乐、丰乐农庄、郑州黄河人家、花园口
村等，都是我喜欢光顾的地方。”资深驴友苏
雷对于郑州的近郊游景点耳熟能详。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郑
州着力打造滨河风光览胜游、果岭山水体验

游、天地之中养生游、慢享生活休闲游、田园
风情观光游等 5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初步
形成大枣、石榴风情游，黄河鲤鱼美食游。

郑州市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利用“旅
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
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2017年示
范企业达到60家，全市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
35亿元，接待人次超3200万人次。

据介绍，郑州市大力培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设立 1亿元专项资金，扶持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截至2016年底，全市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400家，三
全、思念、兴泰、白象、云鹤5家企业被认定为
全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

培育全产业链农业产业化集群。郑州培
育农业产业化集群29个，集群内关联企业近
300家，合作社118个，企业研发机构47个，带
动本地及外地百余万户农户增收。

实施“制造强市”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发展

以新能源汽车为抓手引领汽车业转型升级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转型发展 郑州一直在路上

三全食品的展厅内，静静地安放着一个其貌不扬的小石磨。
然而，陈泽民就是凭着这个从四川老家带来的小石磨，发明出

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速冻食品行业。
如今，郑州的三全、思念等速冻食品企业，市场份额已占全国半

壁江山。郑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速冻食品之都”。
从一台小石磨，到“中国速冻食品之都”，恰似一粒种子，长成参

天大树。在郑州，一大批像三全的企业，开拓创新，转型发展。
郑州，第一二三产业正在努力把握方向，遵循规律，顺势而为，

扬长补短，抢占产业制高点，稳步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
郑报融媒记者 徐刚领/文 马健/图

郑州，古称商都，地处中原腹地，
九州之中，是中国古代制陶、制瓷、冶
铜、冶铁、纺织的主要发祥地。

现代郑州，则是一座工业驱动的
城市，“一五”“二五”时期，国家就在这
里建设了几大棉纺厂，郑纺机、二砂、
水工机械厂等更是全国闻名。

近年来，郑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现代产业体系轮廓逐渐清晰，产
业结构调整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次产
业结构由 2010年的 3.1∶54.5∶42.4调
整为 2016年上半年的 2.1∶46.5∶51.4，

实现了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工业
战略新兴产业超过传统资源型高耗能
产业两大标志性转型。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谷建全认为，转型升级是我国“十三五”
期间的大战略，是经济工作的一个主
题和主线。“郑州市要建设成国家中心
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转型升级是必
然趋势，必然选择。从目标来讲，郑州
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高端化、智慧
化、绿色化和融合化。”

谷建全说，国家中心城市是城镇

体系最顶尖的位置，本身意味着其产
业体系是有竞争力的，产业转型升级，
要跟上时代要求和步伐。

“今日之郑州，已不是十年前甚至
五年前的郑州，一年一气象，五年变
个样，这都得益于创新引领的经济转
型和产业升级。近年来，郑州市转型
升级步伐稳健，节奏明快，效果凸
显。”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对郑州
如火如荼的转型升级，给予高度评价。

苹果手机的“郑州造”，海马推出
的共享新能源汽车，宇通研发的无人
驾驶大型客车，郑州新大方重工的“轮
胎式可伸缩型百米级风电安装专用起
重机”……

目前，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
造、生物及医药、新材料、铝及铝精深
加工、现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
制造等七大工业主导产业，让“郑州制
造”活力四射。好想你、三全、思念、宇
通等知名品牌，叫响全国，它们在转型
升级的道路上，步履铿锵，执行业之牛
耳，引领市场之大潮。

“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管理改革、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是宇
通发展的核心原动力，适应市场需
求变化的客车新产品持续不断地投
入市场、占领市场，产品竞争力和企
业影响力持续提升，推动宇通达到
领先地位。”对于创新，宇通集团的掌
舵人汤玉祥如是表述。

显然，创新驱动已成为郑州先进
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截至
2016年底，已建成市级以上研发中心
2149家，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占工业
的比重达到 43%，工业研发投入占全

社会的 75%以上，制造业成为创新发
展的主领域。

昨日，郑州市工信委有关负责人
说：“今年以来，全市大力实施‘制造强
市’战略，积极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发
展，成效显著。”

据悉，2016年8月，郑州市出台了
关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再造发展新优
势的实施意见，《郑州市建设中国制造
强市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等 3
个行动计划，为加快向国家中心城市
迈进奠定产业基础。

8月2日17时40分，总第438列中
欧班列（郑州）满载着696吨货物，从郑
州圃田车站出发驶向德国汉堡。自本
月起，中欧班列（郑州）由每周“六去六
回”升级为“日发日到”常态化开行。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 4年多来，
频次加密，速度加快，口岸增多，集货
半径增大，运往欧洲的货物从高档衣
帽、纺织品到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工
程机械等共 1300余种。来自英国的
母婴产品，德国的啤酒、汽车，西班牙
的火腿，哈萨克斯坦的面粉等抢手“海
淘货”，也让中原人民享受到了“一带
一路”建设带来的实惠。

郑州市在做大做强第二产业，积
极进行转型升级的同时，第一、第三产
业也在发力抢跑，创新图变。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正在以惊人的发

展速度，释放出巨大潜能。据了解，《郑
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6~2018年)》提出，郑州发展现代服
务业，将在七个产业上寻求突破和提升，
实施七大工程，努力将郑州建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中西部领先的国际商都。

昨日，郑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近年来，郑州市着力推进
现代金融、商贸物流、文化创意旅游、
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健康产业、房地
产等重点产业，以提高服务业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厚植长远发展
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领军企业
为龙头，以专业园区为载体，着力壮大
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
业，实现服务业结构明显优化、竞争力
明显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
价值链高端延伸,高技术服务业向技

术创新、融合创新方向发展，生活性服
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建设现
代服务业强市。”

宋向清说：“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
侧重点，凸显了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属
性、金融属性和市场属性等。比如，海
马与庞大集团推出的共享汽车就是技
术、资本和新的共享模式的集大成者，
这种新型服务业体现了郑州的时代
感，使致力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郑
州显得更时尚。”

对于郑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谷建全建议，一方面，要用互联网、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促进
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催生
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和新技术，加
快培育新一代服务业，比如枢纽经济、
绿色经济、创意经济等。

■报道解读

步伐铿锵 郑州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郑州制造”活力四射

潜能巨大 服务业成重要引擎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宇通客车生产线

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