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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
一季度，全市工业发展延续高速

增长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5.0%，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去年同期8.9个、8.1个、6.6个百分点，
增速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6个中部省
会城市中居首位。

喻新安说，2023年郑州经济发展
成就中，新业态、新经济、新产业发挥
了重要支撑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这
也是支撑郑州逆势增长的重要原
因。全年经济的好势头，工业担起中
流砥柱的角色，“压舱石”作用凸显。

2023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7%。
其中，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8.2个、7.8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8.4个百分点。

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发展。规上
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7.2%、13.8%、13.6%，分别高于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4.4个、1.0个、0.8个百分
点。主导产业实现两位数增长。规上
工业六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1%。其中，汽车及装备制造业、电
子信息工业、铝及铝精深加工业增加
值分别同比增长35.1%、14.4%、12%。

“全市全年推动 104个小微企业
园开工建设，69 个园区建成运营，
集聚企业达 10546 家；‘专精特新’
企业总数达 3554 家，其中‘小巨人’
企业 122家，省级头雁企业 17家；智
能传感器、汽车、现代食品 3个产业
集群入选全国百强……”来自工信
委的数据，彰显郑州工业强大的内
生动力、无穷的发展潜力。

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坚实动能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

2023年，郑州工业投资快速增长、新
动能投资增势良好、重大项目投资支
撑有力，利好因素叠加，支撑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持续恢复，为经济向好提
质蓄积强势后劲。

2023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6.8%，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3.8个、4.7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39.3%。

全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1.1%，
增速居全省首位，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23%，同比提高4.3个百分点，拉动全市
投资增长5.8个百分点。新动能投资增
势良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46%，高于全省23.4个百分点；占工业
投资比重22.8%，高于全省7.3个百分
点。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29.2%，高
于全省11.8个百分点；占工业投资比重
37.3%，高于全省12.6个百分点。

重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市亿元
及以上重点项目投资同比增长21.8%，
拉动全部投资增速10.2个百分点。基础
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持续回升。

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一季度强势开局、二季度承压修
复、三季度稳步上行、四季度加快回
升，呈现出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稳中
蓄势的态势。

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镌刻工业时代烙印的二砂文创

园、郑州记忆·油化厂创意园，充满文艺
气息的瑞光创意工厂、郑州磨街、阜民
里，演绎民国风情的中铁·泰和里……
这些集烟火气、时尚感、艺术范儿于一
身的郑州特色商业街区，每逢节假日
就人流如织。

今年1月，商务部正式公布第二批
全国8个示范智慧商圈、15家智慧商店
名单，郑州二七商圈和郑州万象城大型
商业体榜上有名，成为我省首个国家级
示范智慧商圈及智慧商店。

得益于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持续
发力，2023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5623.1亿元，同比增长7.7%。从行
业看，六成以上商品类别实现增长。

全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旅
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66.1%、59%。

大宗商品消费活跃。限上新能
源汽车、石油及制品、家用电器零售
额高速增长。重点企业支撑有力。
郑州丹尼斯、中石化、特斯拉等限额
以上前 20强贸易企业零售额合计增
速超过 20%，成为拉动全市限上零售
额增长的主力军。 记者 侯爱敏

13617.8亿元，透过数字看郑州发展密码
7月9日，2024郑州人工智能生态伙伴大会暨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点亮仪式举行。郑州人工智能发展再迈大步，新质生产力发展再添
引擎。

人工智能是科技竞争与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领域，也是郑州科
技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郑州发力深耕，正逐步形成从关键技术、
产品开发到行业应用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

作为加快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近几年，郑州靠拼搏赢来诸多
利好——国家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家对
外开放门户、国家科技创新高地……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发展，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头蓬
勃，正加速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2023年，郑州发展出彩出圈。全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3617.8
亿元，同比增长7.4%，增速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和18个省辖市中均居
首位；对全省贡献度持续提升，在全省经济首位度达到23%，比上年同
期提高1.9个百分点，充分展现“省会城市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说，2023年是郑州经济社会
逆势发展出圈出彩的一年，郑州以发展实绩，在全省起到了很好的引
领、示范、带动作用。

今年以来，全市经济延续良好态势。一季度，全市经济主要指标“高
于全国、高于全省、好于同期、实现预期”，顺利实现首季“开门红”。

数字背后，撑起这座城市的发展秘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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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房选房及周转房选房工作已经启动。 但下列被拆迁房屋产权人（若产权人已故的，本
通知及于产权人的全部继承人或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权利人。 产权人、继承人、权利人在本通知中统称为“您”）在规定时
间内既没有选择安置房，也没有选择周转用房，现我指挥部通知如下：一、我指挥部向您各自提供下列周转用房一套：

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上述编号《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城中村住宅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约
定的及《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城中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或租房补贴）不再支付。
请您尽快到我指挥部办理签订《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周转房使用协议》领取钥匙等手续。 二、对于上述编号《兑
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城中村住宅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对应的被拆迁房屋，您仍可以选择产权调
换，但需要退回周转用房。 您选择产权调换安置住房的，请持《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城中村住宅房拆迁安置补偿
协议书（产权调换）》原件及相关凭证到我指挥部办理签订《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协议》等相关安置事宜。

上述编号《兑周村连片棚户区
改造项目城中村住宅房拆迁安
置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约
定的及《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
造项目（城中村）拆迁安置补
偿方案》 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
费（或租房补贴）的截止时间
同本通知第一条中提供周转用
房时的停发时间。 现向您公告
送达本通知，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兑周村连片棚户区改造项
目指挥部 2024年 7 月 5 日

（办公地点：祥和社区院内
电话：86153628）

066� � � � 牧梅兰 秀水湾 3号楼 1单元 28层 168� � � � � � � 49.98
104� � � � 帖金选 秀水湾 3号楼 2单元 12层 267� � � � � � � 51.16
172� � � � 法志良 升龙城 11号院 2号楼 1单元 2层 213� � � � � 50.87
173� � � � 帖占国 升龙城 11号院 2号楼 1单元 14层 1403� � � � � �50.71
178� � � � 法蓉仙 金牛美景园 10号楼 1单元 11层 1102� � � � � ��39.5
190� � � � 金书法 升龙城 11号院 2号楼 1单元 31层 3115� � � � �50.71
206� � � � 段美伦 正商城裕园 6号院 7号楼 1单元 34层 3401� � � � �60.35
222� � � � 孙秀芳 金牛美景园 10号楼 3单元 2304� � � � � � 57.91
231� � � � 马景慧 金牛美景园 10号楼 2单元 2504� � � � � � 58.09
280� � � �刘爱莲 /徐庚涛 金牛美景园 11号楼 1单元 31层 3104� � � � � 58.18
292� � � � 李天增 康桥玥棠 16号楼 1单元 31层 3102� � � � � ��58.54
337� � � � 帖宝玉 正商城裕园 2号院 1号楼 1单元 9层 910� � � � 56.51

拆迁安置补偿
协议书编号 周转用房位置 周转用房面积（m2）产权人 / 协

议签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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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一照一码”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我的营

业执照为何多了个二维码？我申请
办理的是饮品店，不需要领取食品
经营许可证了吗？”昨日上午，前来
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领取营业执
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张女士有些
疑惑向工作人员询问。

只见张女士领取的营业执照正
本右上角增加了一个二维码，工作人
员为其解释说：“这是东区‘一企一照
一码’改革的新举措，新增的二维码
是食品经营许可二维码，通过扫码就
可以看到您的食品经营许可信息和
电子食品经销许可证，无需再领取纸
质版食品经营许可证了。”

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展示经营
主体全部许可信息，不用保存那么
多证照，这让张女士直呼太方便。

记者了解到，郑东新区政务服务
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重要抓手，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流程再造、技
术赋能等措施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积
极探索“一企一照一码”改革，打造“一
件事、一码通”的审批服务新模式，为
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入推动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激发市场新活力。

目前，郑东新区已经实现“我要开
食品小经营店”“我要开饮品店”等13
个“一件事”一窗受理，证照同取，改

变了传统的证照分开受理、分别审批
的模式。同时，以电子营业执照为经
营主体身份信任源点，以信息归集共
享为基础，将郑州市电子证照库、企业
登记管理系统和企业码制码管理系统
集成对接，多维度数据归集，进一步延
伸营业执照二维码展示信息范围，实
现涉企许可电子证照的集中展示。

在郑东新区，通过“一企一照一码”
改革，企业群众只需扫描营业执照二维
码，即可查看其关联的许可电子证照信
息，不仅可以方便企业在办事时线上
申请材料、减少线下奔波，而且可有效
避免多个平台重复登录、重复认证等问
题，实现“一键通达”。此外，还可提高
企业信息透明度，促进企业规范经营，
有利于营造更加真实、透明的交易环
境。截至目前，已首批关联上线食品经
营许可、药品经营许可、医疗器械网络销
售备案等10项高频涉企许可电子证照
信息，真正实现“一次赋码、一码通查”。

如今，郑东新区通过“一企一照
一码”改革实现集成化查询，充分发
挥电子营业执照紧密联系企业线上线
下应用场景的重要作用，加速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持续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优化办事体验，擦亮了郑东
新区政务服务品牌，也大大增强了企
业群众办事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忙碌的上汽郑州分公司生产车间 记者 李新华 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郑州晚报今起开设“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数说郑州深改”等系列报道，全景记录郑州各行各业各领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探索、新举措、新成效，为您讲述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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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察深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