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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郑州图景”第二篇章“现代化产业”之3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
内涵，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要特征。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也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当前，
全市上下正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以“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
河南建设”为总目标，全面开展“三标”活动、深入推
进“十大战略”行动，加快“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
一中心”和郑州都市圈建设，以风雨兼程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拼经济、千方百计
促发展，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郑州篇章。

本报特推出【家国同春】——中国式现代化的“郑
州图景”大型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郑州市全力以赴跑
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的干劲和蓬勃的朝气。今日刊
发第二篇章“现代化产业”之三《新兴产业绘锦绣》。

核心提示

新兴产业绘锦绣

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线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线

商都论坛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AA02

生产线、设备全速运转，一台台组装完成后的台式电脑主机排列
整齐……3月3日，记者在智微智能郑州制造基地项目见证了首台紫
光如意湖B660电脑在这里下线，等待量产打包后运往全国各地。

从2020年签约落地到如今引进生态合作伙伴扎根，“紫光计算机
依托紫光股份与郑州市、高新区的优势平台，经过3年深耕细作，上市
40余款智慧终端产品，可覆盖85%以上的招投标市场，在企业增长动
力、创新能力、产品附加值等多方面成效显著，成功进入高新区乃至郑
州市行业企业第一梯队。”紫光计算机董事长兼总裁黄辉华介绍说。

去年6月，郑州市发布《郑州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
规划（2021～2025年）》，力争到2025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50％左右，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带
动作用强的骨干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 张倩 刘地 侯爱敏/文 马健/图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也是
现代经济的核心。今年2月，郑州市
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郑州市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提
到，推动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获批，推
进以郑州银行为主体的政策性科
创金融运营试点，做大做强期货产
业，形成一批“期货＋现货”龙头企
业群，力争金融业增加值突破1600
亿元，新增上市挂牌公司10家，资
本市场融资突破1200亿元。

如何擦亮“期货”这张特色名
片？去年8月，郑州提出了两方面
的谋划，即发挥郑州商品交易所龙
头作用和全面实施“期货+”战略。

郑州商品交易所自1990年10
月12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为全国首
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以来，已成为
郑州打造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的
一张金字招牌。“郑州价格”每日通

过彭博、路透、万得等知名资讯系
统向全球发送。

去年 7月，市政府发布《关于
建设国家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的
实施意见》，提出实施金融服务“十
大工程”，打造在国内有影响力的
国家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

股权投资基金是创新创业的
“阳光雨露”。去年9月22日召开的
2022中国（郑州）基金产业投资合
作峰会，发布《郑州市大力开展“基
金入郑”行动若干政策措施》，五大
类25条政策措施“含金量”满满，助
力郑州建设中部地区创新高地，打
造中部创投之都。会上明确，产业
基金是郑州构建“创新创业创造+
创投”新发展格局的“牛鼻子”，力
争到“十四五”末，私募股权、创投
基金总规模突破 2000亿元，把郑
州市建设成为中部地区规模大、活
力强、环境优的创业投资中心。

紫光计算机的蓬勃发展正是
高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聚集
的生动写照。连日来，郑州高新区
动作不断：3月1日，政企抱团走出
“家门”到重庆考察学习、招商引
资，积极推动“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双跨平台在高新区落地区域总部；
2月27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在这里
先后分两批与国家部委、研发机
构、企业、联盟等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见证郑州城市算力网建设
启航……这些涉及电子信息、互联
网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智能制
造等领域项目落地，对于郑州市
数字转型，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
强链、补链、扩链影响深远。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促进现代
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郑
州努力培育优势产业，将电子信息
作为“一号产业”打造，已集聚了以
超聚变、富士康、汉威科技等为龙头
的 600多家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
业，形成了智能终端、计算终端、智
能传感等新兴产业链条，着力培育
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去年 6月，郑州市发布《郑州
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总体规划（2021～2025年）》。郑
州将着力构建“一核、两带、五区、
多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
格局。“一核”即中原科技城，“两
带”即北部沿黄科创带和南部新
兴产业带，“五区”即郑东新区、航
空港区、经开区、高新区、金水科
教园区等5个核心功能区，“多点”
即其他省级开发区、核心板块、新
兴产业园区、小微企业园等。

今年初，郑州市提出将打造全
球“灯塔工厂”，新增省级以上智能
工厂、智能车间20家以上，建成国
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创新推广
中心，实现国家“双跨”工业互联网
平台零的突破。新增10家市级数
字经济产业园区、培育 50家数字
经济重点企业，规模以上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达到450家，亿元以
上软件企业超过 80家，累计建成
软件产业园区及“云上软件园区”
10家以上，力争数字经济突破
6500亿元。

风笛声声，响彻亚欧大陆。
车轮滚滚，隆隆轰鸣，一趟趟

始发终到郑州的中欧班列（中豫
号）在这个春天接力奔跑。郑州海
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7月
郑州开行首列中欧班列至2023年
1月底，中欧班列（中豫号）已累计
开行超 7000班。今年以来，随着
外贸行业加快复苏，河南“钢铁驼
队”跑出新的“加速度”。

变交通区位优势为枢纽经济优
势，是河南明确提出的发展目标。

3月 3日，2023年全省交通运
输工作会在郑州召开。“巩固提升郑
州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加速
打造郑州空港、陆港枢纽经济区。”

省交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
省将推动提升枢纽经济发展质效。

如今，中欧班列早已从一种新
兴的国际物流运输方式，发展为大
众熟知的连通境内外的“钢铁驼
队”。随着中欧班列（中豫号）版图
的不断扩大，更多的河南产品通过
“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亚和欧洲。
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欧班列（中豫
号）构建了“多站点多口岸”国际物
流网络和“1+N”境内外物流枢纽体
系，业务范围覆盖40多个国家140
多个城市，打造出“运贸一体化”、数
字班列、恒温班列等河南特色品
牌，综合运营能力保持在全国前
列，境内外合作伙伴超过6000家。

郑州着力发展五大特色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

“钢铁驼队”搭起郑州通达全球“大动脉”

打造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国家区域性现代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