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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产业转移活动有以下特点：
邀商上注重高层次，内容上注重引领
性。聚焦数字经济、5G、工业互联网、车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重点领域开展对
接，同时安排若干场高端论坛，引进新元
素，集聚新动能。

截至 9月 28日，各市县共向组委
会办公室呈报拟签项目 503个、总投

资 2295.41亿元。项目合作对接和邀
商招商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活动衔
接、场馆安排、接待预案、会务保障等
工作已基本就绪。从目前掌握的情况
看，通过本次活动，我省将新签一批
重要合作项目和合作协议，为制造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和活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昨
日，2020河南食品安全与发展论坛在郑
州举办。近年来，全省各级食安办、市
场监管局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深入推进
食品安全省建设，全省食品安全形势呈
现出整体稳定向好局面。

2019年，全省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总
体合格率为98.26%，较2018年提高1.5个
百分点。今年 4月，国务院食安委通报
2019年度全国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结
果，我省荣获A等次。目前，与人民群众
日常消费密切相关的粮食加工品、食用
油及其制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等
大宗消费类食品合格率分别达到99.7%、

99.5%、98.9%、99.5%、99.9%，均高于总体
合格率。全省160个县（市、区）积极申报
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县（市、区），占县（市、
区）总数的 85%以上，已命名省级食品安
全县(市、区)81个，示范效应凸显。

2019年，全省食品生产企业 1.03万
家，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3200余家，成
为我省两个万亿级产业之一，名列全国
前茅。培育出千亿级产业集群和十多
个百亿级产业园区，形成了全国最大
的肉类、面及面制品、速冻食品、调味
品、饼干和休闲五大特色食品产业集
群，推动河南由“中原大粮仓”向“国人
大厨房”跨越。

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列对接活动10月中旬举行
截至9月28日
拟签项目503个、总投资2295.41亿元

12年从零到世界第一

第1000台盾构机昨日郑州下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昨日，记者
从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2020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10月14
日至16日将在郑州举行。

本届活动由工信部、中国工程院与河南、河北、
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等9省
（区）政府共同主办，国家7个行业协会和工信息部
所属7所重点大学参与协办，我省作为活动固定举
办地和东道主，承担总体策划、协调组织等主要筹
备任务。

以“共享、协同、发展”为主题

本届活动以“共享、协同、发展”为
主题，以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为主线，旨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部署，深度融入中部
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推动中西部
地区加快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加
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着力提
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
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增强制造业转
型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设计安排活动21场

围绕活动主题，组委会共设计安
排活动 21场，其中综合活动 4场、区域
性专题对接活动 13场、地方专场推介
对接活动 4场。

4场综合性活动分别是：集体会见、
贵宾餐叙、开幕式暨产业转移合作签约
仪式、能源革命报告会。

13场区域性专题对接活动分别是：
院士中原行活动、产业转移专家研讨
会、部属院校产学研专题对接会、新能
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专题对接会、生物医
用材料专题对接会、特色技术成果转化
专题对接会、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高峰论坛、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数字化转型专题对接会、工业
互联网平台应用论坛、5G专题对接会、
人工智能产业专题对接会、第十一届豫
台经贸洽谈会暨豫台智能装备产业对
接会。

院士中原行活动由我省与中国工程
院联合举办，邀请院士15名，围绕“高速
铁路轴承自主化途径研究”主题开展院
地院企对接。第十一届豫台经贸洽谈会
暨豫台智能装备产业对接会由省政府台
办和省工信厅联合举办，围绕智能装备
产业组织豫台企业对接。其他 11场专
题对接活动由我省与工信部和国家有关
行业协会联合举办，中西部 9省（区）共
同参与，所邀客商层次较高，活动专业性
较强。

4场省辖市专场推介对接活动分别
是：郑州市区块链产业研讨对接会、新乡
市鲲鹏生态暨 5G+物联网产业发展论
坛、濮阳市重点产业及新型化工基地专
题对接会、5G产业暨中国（驻马店）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专场推介会，除新乡
市专场活动外，其他3场活动全部在郑
州举办。

聚焦数字经济、5G等新兴重点领域

我省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大宗消费类食品合格率超过98%

本报讯（记者 邓红超 徐刚领 王赛华/
文 徐宗福/图）昨日，在郑州经济开发
区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盾构总装
车间，直径8.64米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粤海 14号正式下线。这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中国中铁自主研制的第 1000台
盾构机，将用于广东珠江三角洲水资源
配置工程。

“上天有神舟，下海有蛟龙，入地有盾
构”，隧道掘进机可穿山越海，是集机
械、电气、液压、传感、信息、力学、导向
研究等技术于一体的高端装备，其中一
类是地铁施工的盾构机应用最多，所以
在国内多被称为盾构机。盾构机是衡
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和能力的
关键装备，作为“入地”的利器，它体现
了我国基建的实力。

“盾构机，也是中国人的‘争气机’！”
在下线仪式现场，中铁装备党委书记、
董事长卓普周说。2008年以前，盾构机
关键技术被国外垄断，国内使用的盾构
机严重依赖进口。“盾构关乎国家建设，
一定要造出属于中国人的盾构！”这是
最早一批使用国外盾构机的中铁人共
同的梦想。

2008年我国研发团队突破核心技术
封锁，研发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中

国中铁 1号，实现了从 0到 1的跨越。次
年，中铁装备成立，在郑州建立了国内最
大盾构研发制造基地，拉开了中国盾构产
业化的序幕。

“造中国人自己的盾构，造中国最好
的盾构，造世界最好的盾构。”在中铁装备
盾构车间的三句醒目标语，既是对中铁装
备盾构机腾飞之路最真实的写照，也是中
国工业自强不息奋斗史的缩影。

从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
式土压平衡盾构机下线，到现如今盾构
订单超过 1200台、出厂 1000台、出口 21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盾
构行业领先者，中铁装备诞生了中国最
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世界首台马蹄
形盾构、世界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等一
系列标志性、创新性产品，并不断向世
界最大、世界最小、世界首台发起冲锋，
在世界隧道掘进机领域创新中国高
度。中铁装备 2017年、2018年、2019年
连续三年产销量世界第一，为世界隧道建
设提供中国装备、中国方案。

“中国盾构下一步将挑战 18米直径
的世界纪录，一个盾构机就有六层楼那么
高。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实现了在这
一领域从‘跟跑’到‘并跑’，未来还要争取
引领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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