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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汽车产业发展趋
势正朝着“新能源、智能网联化”
方向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一领域
的技术能力处于全球第一阵营。

提及未来，上汽乘用车如何
跑出“河南加速度”？

丁波表示，汽车企业具有规
模优势，这种规模优势会在企业
所在地区和产业链中转化为强
劲的带动作用。目前，郑州基地
发动机厂一二期的相继投产、
GS6系列10万台发动机的下线，
正在为郑州基地乃至上汽乘用
车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芯”动能。

“未来，将运用和发挥好人口
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交通优势
以及产业优势，发挥出1+1>2的
效果，以绿色科技和卓越品质为
驱动力，坚持‘匠心造好车，使命
育郑人’制造文化，全力提速冲
刺新赛道，以创新科技赋能高
质量发展，带动更多上下游产
业链企业入驻，带动丰富和壮
大郑州汽车产业生态，助推河南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河
南在全国汽车产业版图中的位
置。”丁波说。

丁波，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
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自参
加工作以来，丁波一直从事汽车
行业工作，2007年投身上汽自主
品牌建设事业，始终不忘初心、兢
兢业业，先后荣获郑州市劳动模
范、河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
范、河南省优秀企业家、河南省先
进人大代表等称号，并于2023年
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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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丁波：

冲刺新赛道
为创新发展提供“芯”动能

7月10日上午，随着一辆翡冷翠颜色的名爵MG7从一厂总装车间缓缓驶下生产线，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第
15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这是继上汽集团郑州新能源动力生产基地动力电池项目启动一周之后，上汽乘用车郑州
基地迎来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下线仪式上，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丁波向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自2017年落户郑州经开区
以来，一个个基础设施工程相继落地，一项项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企业发展的浪潮扑面而来，硕果累累。

这6年不仅是上汽集团和郑州共同快速发展、相互成就的“双向奔赴”，绘就“政企同心”的一段佳话，对于丁波而
言，也是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译博 董茜/文 李新华/图

暑气正盛，记者来到坐落在经开
区的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生产基地，
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他就
是上汽乘用车郑州生产基地党委书
记、总经理——丁波。

敏锐的眼神、干练的着装、轻快的
步伐，时刻洋溢着蓬勃朝气和对汽车
事业的无限热爱是他留给记者的初始
印象。

自参加工作以来，丁波就一直从
事汽车行业。作为上汽集团乘用车郑
州基地的带头人，回忆起上汽乘用车
生产基地落户郑州时的场景，丁波至
今记忆犹新。

“刚开始很多事情需要梳理，厂
区建设、设备安装都需要完成，如一
团乱麻，一个疙瘩连着另一个疙瘩。”
丁波说。

面对困难和压力，丁波带领所在
团队迎难而上，仅用90天完成厂区建
设改造和设备安装，利用不到2个月的
时间完成车辆全面量产。2018年1月2
日，郑州市政府与上汽集团签署上汽郑
州二期30万产能项目协议；6月28日，
签署百万规模的动力总成项目协议；
2018年9月21日，上汽集团云计算（郑
州）数据中心项目顺利签约；2019年年
产量27.6万辆，产值近200亿元；2019
年，推动1600辆网约出租车在郑州顺

利运行……一个个基础设施工程相继
落地，一项项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企业
发展的浪潮扑面而来，硕果累累。

企业发展得怎么样，数据是最好
的证明。上汽集团以整车厂、发动机厂
为链主，带动全球云计算数据中心、软
件中心、零部件集群、供应链物流、移动
出行、金融及融资租赁、充电场站、新能
源循环产业、动力电池等数十个全产业
链上下游项目布局郑州，形成了多元产
品体系和产业链生态体系。从2017年
9月27日首辆整车下线至今，不到70个
月，郑州基地迎来第 150万辆整车下
线，并创造超千亿产值。

“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已成为上
汽集团在全国最大的乘用车生产基
地、数据基地、出口基地，郑州也成为
上汽产业布局最多、最完整的城市。”
丁波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上汽乘用
车郑州基地已累计生产整车近 20万
台，产值超170亿元，同比增长84%。

随着上汽集团郑州新能源动力生
产基地动力电池项目的落地，以及更
多的新能源智能化车型和出口车型的
导入，叠加发动机厂新机型的导入和
产能的不断提升，郑州基地形成上汽
集团“新能源汽车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的关键支撑体系，进一步占据新赛道
优势，迎来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

锐意进取 在奋进中诠释担当 不忘初心
深耕前行展新篇

生产车间内，在底盘生产线忙
碌的工作人员

河南省拟认定20个左右
省级工匠实验室
培养更多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张竞昳）为进一步增强
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河南将启动
工匠实验室建设，今年首先在先
进制造业领域认定 20个左右省
级工匠实验室。

7月26日，省教育厅、省发改
委联合印发通知提出，河南将面
向省级开发区内支柱产业和新
兴产业，由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
牵头，集聚产教资源，建设一批
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工艺优化
和效益提升为主要功能的工匠
实验室，推动教育链、产业链、
人才链、创新链协同发展，切实
增强职业教育服务能力，为现
代化河南建设提供有力人才和
技能支撑。2023年，每个省级
开发区至少建 1个工匠实验室，
全省挂牌运行不少于 200个工
匠实验室。其中，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建设单位参与的不少于 6个，河
南省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高
水平专业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参
与的不少于 4个，鼓励符合条件
的中等职业学校积极参与建
设。2023年，首先在先进制造
业领域认定 20个左右省级工匠
实验室。

据悉，工匠实验室由企业、
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共同投入
建设，由技能大师、技术能手等
高技能人才领办或创办，一般
建在具备相应的实验、生产条
件的企业或职业院校。参与各
方应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共同
制订建设方案，共享工匠实验
室场地、设备、技术等资源和取
得的成果、专利等。在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高端仪器、航空航天
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能源电子、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
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
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行业和重
点领域，围绕企业生产中的实
际需求，大力开展“小革新、小
创造、小发明、小建议、小设计、
小节约”等技术攻关、工艺优
化、产品升级研究试验，每个工
匠实验室至少开展 2个基于生
产实际需要的实验性项目。我
省将发挥工匠实验室汇聚企业
技能大师、技术能手、学校教
师、技术和管理人才等人力、智
力资源的作用，着力打造一批
善思考、勤动手、敢创新的工匠
团队，培养更多的能工巧匠、大
国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