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使命和任务，5月6日至8日，在全国上下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浓厚
氛围中，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转变”重要指示精神，郑州自我加压、提前谋划，组织了由市委主要领导带队，市级领
导和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区县（市）党委书记、市直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的党政代表团，奔赴苏州、宁波、成都等先进城市学习
考察，深入科创企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文化街区等地，一线调查发现问题、一线学习破除迷思、一线研究谋划
工作，推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打开新局面、迈上新台阶。

为深入报道此次学习考察活动，更好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郑州发展实效，全面加快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步
伐，本报推出“学习找标杆 借鉴提标准 转化见标志”带着任务去考察·考察归来看转化系列报道，梳理和总结此次学习考
察的经验，努力为郑州查找差距、寻求思路、破解难题、开创新局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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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考察、外出取经，为的
是真正让先进城市的经验内化
为郑州的“打法”。

当下的郑州，正坚持以高
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深入开
展“三标”活动、推进“十大战
略”行动，不断加快“四高地、一
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和郑州
都市圈建设，持续推动新能源
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发展壮大、
提质升级。

5月 9日下午，学习考察结
束。代表团一到郑州就直接进
了会议室，立即开展学习考察
座谈交流会。

会上，代表团成员积极表
态，他们将认真吸收先进地区
谋划产业、培育生态的先进理
念和方法，坚持链式思维、集群
思维、平台思维，进一步完善自
身产业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
推进举措，集聚一批龙头企业，
带动链式配套，不断完善产业
生态，厚植高质量发展植被，形
成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后劲。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刻
的郑州，正牢记“当好国家队、提
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
设”职责使命，抢抓国家实施“十
四五”规划、推动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黄河国家战略等重要机
遇期，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黄金
窗口期，努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
更高台阶、实现更大跨越。

正如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
委书记安伟在座谈会上所言：郑
州，务必要进一步激荡思想、相
互启发，学习找标杆、借鉴提标
准、转化见标志，更好地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郑州发展实效，全面
加快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国家中
心城市的步伐！

搭乘快船好航海，借得东
风好扬帆。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此次
学习考察为新的起点、新的动
力，必将为郑州先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注入新力量。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下的
郑州，必将扛起责任、点燃激
情，以新的面貌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的郑州新篇章。

这是一次解放思
想、开阔眼界的醒脑
之行。

5月6日至8日，
一支由郑州市委主要
领导带队，市级领导、
各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区县（市）党委书记、市
直部门主要负责人组
成的党政代表团，满载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国
家中心城市的迫切愿
望，深入苏州、宁波、成
都，充分考察、借鉴发
达地区、先进城市的创
新思路、务实举措，进
一步明晰前进的方向、
发展的路径。

这是一次对照先进、
问道取经的学习之行。

三天三座城市，
5000多公里路程，20
多个考察点，这是此次
郑州党政代表团外出
考察的一组数据。数
据背后，既有问道取
经、广交朋友、深化合
作的收获，也有推动发
展、转型破题、攻坚克
难的迫切愿望，更有转
变观念、转变作风、提
升能力的坚强决心。

这还是一次激发
干劲、鼓舞士气的收获
之行。

代表团成员步履匆
匆、风尘仆仆。看差距，
知奋进；看做法，有启
迪；看亮点，启思路。问
计他乡，只为借得东风
好扬帆；征衣不解，是为
继往开来再出发。

苏州，是此次考察
的第一站。在这里，代
表团赴产业园区，看产
业生态培育谋划的思路
举措；到龙头企业，学企
业快速成长发展背后的
“城市密码”。所到之
处，大家不时被园区的
体量规模、小微企业园
的创新动能、企业的发
展活力深深震撼。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张昕 徐刚领

郑州与苏州，一个是中
原重地，一个是江南水乡。

同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郑州作为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3600余载，人脉不
断，城址不移；苏州作为“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水
乡，以“小桥流水、粉墙黛瓦、
史迹名园”为独特风貌。

同样是产业之城。9年前
的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正
是在郑州视察时提出“推动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
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
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思
想，当前，郑州市“1566”现代
产业体系、“153N”战略性新兴
产业体系正在加快构建；苏州
工业企业超 16万家、规上工
业企业超 1.25万家，涵盖 35
个工业大类171个中类和505
个小类，更有恒力、沙钢盛虹
入围世界500强。

同样是开放之城。郑州

被寄予“买全球、卖全球”厚
望，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去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5911亿元，连续三年跻身全球
货运机场40强，中欧班列（中
豫号）开行1572班，跨境电商
交易额 1180亿元；苏州拥有
14个国家级开发区，吴江被纳
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昆山、太仓、相城、
苏州工业园区被纳入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

同样是创新之城。郑州
拥有全球最大的科技城——
中原科技城，国家级研发平台
55家，2022年全社会研发投入
310.4亿元、增长12.2%，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2.45%，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
超过60%，集聚青年人才21.4
万人，新增技能人才 57.68万
人、高技能人才20.13万人；苏
州拥有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
实验室，集聚了中科院纳米

所、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
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功能纤维
创新中心、长三角先进材料研
究院等一大批重大创新载体，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 1.34万
家，苏州两院院士达140多人，
全市人才总量363万人，其中
高层次人才37万人。

正是因为有太多相似的
“城市基因”，此次考察是郑州
市委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结合
郑州实际“跳起来摘桃子”。

5月 6日晚，回到宾馆的
代表团成员在本子上认真梳
理着当天在苏州的学习考察
之行。掩卷而思，他们说，今
日的郑州，从沃野田畴到工业
园区，处处是拼搏高质量发展
形成的热烈氛围、升腾景象。
但人到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
须奋楫。只有做出来看一看、
学一学、比一比，才能更知差
距、更有启发，才能懂得向
“深”而行、向“新”而兴。

“问学”他乡 向“深”行向“新”兴

站在苏州工业园区四处
环望，高楼栉比。

边走边看，代表团成员的
表情越来越严肃。中部城市
和东部城市的发展差距到底
在哪？可借鉴之处又在哪？

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
和新加坡政府间首个合作项
目，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
功范例”。在这里，产业培育
发展的理念先进、层次高档、
谋划科学，依托“小政府、大社
会”的管理体制和“高效、透
明”的服务体系，数据显示，
2022年，这里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3516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387.4亿元，规上
工业总产值 6460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 473.3亿元，进出口
总额 1077.4亿美元，实际利
用外资19.24亿美元。

昆山，是上海经济圈中
一个重要的新兴工商城市。
同样在 2022年，这里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5006.7亿元、规
上工业总产值 10810.9亿元、
进出口总额1033.1亿美元。

边看边比，郑州市工信局

负责人感慨万千：对标苏州，
郑州应从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要构建全要素特
色产业生态集群经验，推动
产业集群发展。苏州工业
园区将生物医药作为一号
产业，建立“十个一”特色产
业专业化服务机制，2022
年，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总产
值 1368 亿元，上市企业 24
家，准独角兽企业 61家。郑
州需要进一步聚焦网络安
全、智能传感器、超硬材料等
我市细分优势产业，全面梳
理制约产业发展的各个要
素，以链长制为抓手，以专业
园区和小微企业园为载体，
凝聚多部门合力，借鉴苏州
构建产业生态集群做法，推
动我市制造业创新发展、高
质量发展。

第二，郑州要聚焦科技
创新发力，持续深化校地合
作。苏州引进了中科院纳米
所、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
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功能纤
维创新中心、长三角先进材
料研究院等一大批重大创新
载体，围绕四大重点产业建

设了 13家创新联合体，探索
出市场驱动型、平台支撑型、
战略引领型三种各具特色的
创新联合体发展模式，并在
技术产品化、技术产业化和
产品量产化层面取得一系列
突出成果。我市要加紧同国
内知名院校对接，特别是推
进与工信部部属高校加强合
作共建，大力引进建设各类
产业研究院、技术中心和创
新联合体，聚焦科技前沿技
术深化产学研合作，为郑州
市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抢滩
占先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
来产业提供智力支撑。

第三，还要聚焦产业政
策供给，积极开展产业转移
招商活动。聚焦13条先进制
造业产业链，积极开展重点
领域补链、延链、强链，围绕
产业抓配套、精准招商扩增
量、加大创新造优势、聚合要
素促增长、提升服务优环境，
不断深化产业链、创新链、供
应链、要素链、制度链“五链”
耦合，实现产业结构更优化、
产业规模更壮大、产业聚集
更高效。

直面差距 对标先进“取真经”

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启新程

借得东风好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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