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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昨日
发布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
分析。今年一季度，全市经
济运行呈现“稳定复苏，不
断向好”的态势，实现首季
“开门红”。

一季度，全市GDP完成
2969.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4%，比 2019年同期增长
9.3%，两年平均增长 4.5%。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18.3 亿元，增长 6.2%，比
2019年同期下降 3.7%，两年
平均下降 1.9%；第二产业增
加值完成 1069.1亿元，增长
20.8%，比 2019年同期增长
8.4%，两年平均增长 4.1%；
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1882.4
亿元，增长17.2%，比2019年
同期增长 10.3%，两年平均

增长 5%。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0.6∶36∶63.4。

总体来看，今年一季度，
全市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工
业生产快速恢复，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一季度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9%，
比 2019年同期增长 15.7%，
两年平均增长 7.6%。主导
产业拉动作用明显。六大主
导产业增加值增长 33.3%，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4.3个百
分点，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长 26.2个百分点。其
中，电子信息工业增长
47.9%，生物及医药产业增长
40.5%，铝及铝精深加工产业
增长 32.2%，汽车及装备制
造业增长 30.3%，新材料产
业增长 26.2%，现代食品制
造业增长 18.3%。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一季度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增长 49.7%，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39.4%。新兴产品高速增
长。智能电视产量增长
189.7%，新能源汽车增长
95%，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增
长 28.6%，智能手机增长
22.8%。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恢
复，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
长。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1.3%，比 2019年
同期增长 4.7%，两年平均
增长 2.3%。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投资增长 95.3%，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7.4%，第
三产业投资增长 11.3%。分
领域看，民间投资增长
11.7% ，工 业 投 资 增 长
6.7%，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2.5%。随着地铁 7号线、8
号线、12号线、3号线 2期等
地铁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拉
动全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
增长 14.6%。

消费品市场基本恢复，
消费升级持续加快。一季度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 1342.6亿元，增长 28.9%，
比2019年同期增长0.8%，两
年平均增长 0.4%。3月当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466亿元，增长21.6%。统
计数据显示，全市的消费升
级持续加快。一季度，汽车
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67.4%，
新能源汽车增长 193.9%；智
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增长
38.9%。限额以上单位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63.2亿元，增长 51.5%，占限

额以上单位零售额比重达
11.5%。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下
降 0.2%。居民就业有效保
障，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39539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32.9%。

财政收入实现较快增
长，金融存贷款平稳增长。
一季度全市地方财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346.2亿元，
增长 15.8%。其中 3月当月
完 成 131.1 亿 元 ，增 长
36.9%。地方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44.9亿元，增长
19.6%。其中，3月当月完成
127.7亿元，增长 36.3%。一
季度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余额25614.1亿元，增
长 5%；贷款余额 29769.8亿
元，增长11.7%。

GDP增18.4%！一季度我市经济“开门红”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王际宾 王治） 4月23日，
市长侯红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89次常务会议。徐军、李喜安、
孙晓红、吴福民、史占勇、
马义中、高永、陈宏伟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
市政府系统要准确把握讲话
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聚焦
办好高等教育、产学研深度融
合、大院名所引进、提升高端
人才质量，抓好优势特色重点
学科建设，推动深化高校科研
机构改革，鼓励和支持高校与
领军企业联合培养应用型、复
合型、创新型人才，促进人才
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
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
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会议传达贯彻了全省经
济运行分析会和市委常委会
会议精神，通报了一季度经
济运行情况，研判分析了存
在的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
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创新
驱动，推进中原科技城高歌猛
进，积极引进落地一批大院名
所，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强
度，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要
坚持项目为王，创新招商方式
引进落地一批高质量产业项
目，加快 32个核心板块开发
建设，统筹抓好在建项目促
投资、谋划项目增后劲，解决
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

要做好企业帮扶和培育，加
快小微企业园建设，推进“个
转企、小升规”，充分激发中
小企业发展活力。要多措并
举促消费，发挥好黄河文化
月带动作用，积极拓展消费
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
要持续深化“四路协同”“五
区联动”，发挥好“枢纽＋开
放＋物流”比较优势，主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好污染
防治、安全生产、风险化解、
疫情防控等工作，确保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要加快推动
区域协同发展，深度研究郑
州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郑洛
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
不断增强国家中心城市的辐
射力和带动力。

会议通报了 3月份重大
专项综合督查评比情况。会
议强调，要持续抓落实抓具
体，对于市委部署的中心工
作，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路
线图，着力补短板、锻长板，
努力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
围。要对 15个重大专项再
细化，建立健全月评比、季观
摩、半年考核、年度总评工作
机制，一专项一专班、一方案
一考核，推动各项任务落细
落实。要块抓条保、上下联
动，加强对接指导，汇聚起推
进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
经济运行重点工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成燕）“风在吼，马
在叫。黄河在咆哮……”
昨晚，由市政府主办，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承办的中国（郑州）黄
河文化月·黄河流域舞台
艺术精品演出季——大型
交响合唱《黄河入海》在河
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精彩上
演，吸引众多观众沉浸在
浓郁的黄河文化氛围中。
演出结束后，中国音乐家
协会主席叶小纲等多位艺
术家接受记者采访时，纷
纷为黄河文化月活动点
赞，为郑州日新月异的变
化而震撼。

据了解，大型交响合
唱《黄河入海》由青岛交响
乐团和兰州音乐厅合唱团
倾情上演，特邀深圳交响
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林大叶执棒，著名旅德青
年钢琴演奏家万捷旎、国
家大剧院首位驻院歌唱家
刘嵩虎、上海歌剧院首席
女高音徐晓英、著名话剧
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李仁义、青年琵琶演奏家
唐嘉敏、著名青年三弦演
奏家孙一刚等名家齐聚郑

州。演奏曲目有《黄河钢
琴协奏曲》《黄河大合唱》。

当演出接近尾声时，
全场观众意犹未尽，现场
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演
出团队又为观众加演了经
典歌曲《我的祖国》。演奏
完毕，满场观众在林大叶
的指挥下与全体演员一同
高唱《保卫黄河》，整场演
出达到高潮。

“我希望，中国（郑州）
黄河文化月活动今后能继
续举办下去，并且希望音
乐能在弘扬黄河文化过程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
能看到更多关于黄河、关
于河南、关于郑州的优秀
音乐作品。”演出结束后，
专程来郑州参加黄河文化
月活动的叶小纲说。此
次，除了举办音乐会，黄河
文化月活动还陆续推出多
场论坛、艺术沙龙、沿黄九
省（区）珍宝展等系列活
动，这些活动对弘扬黄河
文化、传承厚重历史具有
重要的助推作用。

“这次，我带着黄河上
游的合唱团和黄河下游的
交响乐团来到黄河中游的
郑州演出，为大家献上这

样一场歌颂黄河的专题音
乐会，充分表达了中华儿
女对母亲河的敬仰和热
爱。”近期第二次来郑州演
出的林大叶说，每次来郑州
都有焕然一新的感觉，黄河
文化月活动将涉及黄河的
音乐、美术、文物等都集中
于此，足见郑州在全国城市
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青岛交响乐团副团长
刘玉霞表示，演出期间，郑
州观众表现出很高的文化
素质，大家表现出的对音
乐的强烈热爱令我们乐团
全体团员非常感动。

兰州音乐厅合唱团副
团长李书亮是土生土长的
郑州人，大学毕业后留在
兰州工作。“此次能回到家
乡演出我觉得非常亲切，
我们合唱团来了 77名团
员，大家都说郑州园林绿
化、城市管理非常好。咱
们剧场的环境、音效都是
一流的，大家都希望以后
多来郑州演出。”李书亮
说。郑州观众对音乐会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令团员
们印象深刻。

据悉，今晚，该演出还
将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

大型交响合唱
《黄河入海》精彩上演

众多艺术家纷纷点赞黄河文化月

““豫豫””见黄河文化月见黄河文化月““郑郑””是人间四月天是人间四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