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热议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

让更多“郑州造”叫响全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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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企业是
主力军，必须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业龙头
企业优势，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跑，
做全市创新转型发展先锋。

“作为具有安全芯片设计能力，已
在智能网联汽车与车联网、智能家电、
智能终端等领域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
势的信大捷安，要在郑州打造先进制造
业高地上一马当先。”何骏代表介绍，公
司规划建设了“沿黄科创带·芯基地”，
一期车规级安全芯片综合测试产线已
投用，年产能达5000万颗，面向车规级
芯片高端集成电路封装的二期项目正
在规划中。

近年来，明泰铝业投资建设了车用
铝合金板等众多项目，获得中国制造业
500强等荣誉。王利娇代表说，新建的
明泰义瑞铝资源循环保级利用及年产
70万吨绿色新型铝合金材料项目，拟采
购世界先进的1+4热连轧生产线、德国
进口6辊轧机、立体智能仓库等高端制
造设备，开拓军工、航天、交通、电子、新
能源、新材料等高端领域产品。

文永峰代表说，目前，中国电信郑
州分公司在全市 5G 基站数量已达
7300个，六区五市一县城区及乡镇区
域实现了 5GSA基站全覆盖，为智能工
厂、智慧医疗、智慧水务等万物互联奠
定坚实基础。

王峰代表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是一
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要通过打通“堵
点”、补上“断点”、解决“难点”，为企业
发展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着力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加快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创新转型
龙头企业要做发展先锋

制造强市 构建郑州特色产业体系

中铁盾构“大国重器”走出
国门，宇通 5G自动驾驶公交在
郑州开放道路运行……近年来，
我市大力实施“制造强市”战略，
努力构建具有郑州特色的先进
制造业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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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工业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让
“郑州制造”活力四射。

李小虎代表说，经开区围绕
中铁装备、郑煤机等企业配套需
求，探索通过企业推荐招引、政
府投资控股、市场化运作等模
式，培育本地化优质零部件企

业，进一步延长装备制造产业链
条。力争到 2025年，全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超 1000亿元，
汽车及装备制造业产值超 2500
亿元，整车产量超 100万台，新
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区汽车产量
超20%，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
40%以上，推动产业链、创新链、
服务链“三链”融合，形成具有鲜
明区位特点的全国先进制造业
集群。

“上街区的通航产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通航试验区成功
获批国家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
合示范区，目前已引进通航企业

70多家，通航产业正在成为上
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宋洁代表说，上街区将充分发挥
奥克斯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用
好小微企业园这一产业平台，吸
引更多关联企业落户，到“十四
五”末建成百亿级智能家电产业
集群；聚焦通航制造、运营、服务
全产业链持续发力，支持企业加
大工业无人机、自转旋翼机、地
效飞行器等产品研发制造力度，
壮大通航整机制造规模；继续支
持中铝郑州企业走好绿色低碳
发展之路，加快推进陆港建设，
做大做强长城智能产业园。

重点突破 统筹推进产业发展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把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
向, 统筹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推动重
点领域率先突破。

范建勋代表认为，中部地区
是制造业的主要承载区，郑州要
瞄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抢
抓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重大
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地把电子信
息产业作为郑州全市的战略支
撑产业来抓、作为全市“一号”产
业来打造。

刘剑代表认为，制造业应该
不断吸收电子信息、计算机、机
械材料及现代化管理技术等方
面的高新技术成果，并应用于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
销服务和管理等过程，实现信
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要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
学研合作，加大创新平台建设
力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和培养。

“新密市将始终坚持‘工业
立市’之路不动摇，围绕‘综合
实力显著提升’的目标，主攻先
进制造业、发力现代服务业，做
强产业发展基础，夯实县域经
济产业新支撑。”张艳艳代表
说，新密市将持续实施“一二
五”招商计划，优化营商环境，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

度，支持本地实体经济，用项目
和产业的高质量推动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马宝仓代表说，登封突出传
统产业促转型、优势产业锻长
板、战略产业补短板、未来产业
抢布局，为登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要打造先
进制造业高地，必须主动求变，
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加
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持
续不断地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
量和竞争力；加大培育人才力
度，特别是领军人才和专业技能
人才，提高技术工人及专业人才
的收入待遇。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持续做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市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
系”，通过“换道”实现产业发展“领跑”，这也为郑州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指明方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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