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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提效
都市圈建设稳步推进

郑州都市圈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等6个专项规划相继印发实施，郑开
同城东部供水一期工程已向开封方向
供水 2400万立方米，郑州、开封、新乡

“同城通办”事项达200个……跻身“国
家队”之后，郑州都市圈建设不断提速。

基础设施加速互联互通，都市圈
城市间的互动更便利。郑许市域铁路
投运并开启“大站快车”模式，郑开城
际铁路实现高密度“公交化”运营，郑
焦、郑机城际开行车次进一步加密。
截至目前，都市圈轨道交通运营总里
程达452公里，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都市圈路网建设仍在持续提速，
机西高速二期、开港大道、许港大道等
一批城际快速通道相继建成，安罗、郑
洛、焦平等7个高速项目正加速建设。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都市圈的天更
蓝、景更美。惠济至开封界沿黄大堤复
合型生态廊道和S312生态廊道已建成，
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南水北调干渠
等沿河沿路生态廊道绿化正加速建设。

产业协同，都市圈城市间产业分
工协作更高效。制造装备、都市食品、
现代物流……郑州周边 10余个智能
科技服务产业集群正加快建设。

示范引领
郑开同城步伐越迈越大

地处开封、郑州中间的中牟，成为
连接郑州、开封同城发展的天然纽带。

2024 年 11 月，中牟新区正式挂
牌。作为全省首个省级新区，中牟新
区肩负着郑开同城化发展先行区使
命。今年 5月，市政府出台支持中牟
新区加快发展 18条政策措施，全面助
力中牟新区发展跑出“加速度”。

除了“点”上的着重发力，同城发
展在“面”上也全面开花。我市组织郑
州航空港区、经开区、高新区、中牟新
区分别与开封尉氏县、祥符区、兰考
县、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签订对口合作
协议；同时谋划推进复合型黄河生态
廊道、郑开（兰）特别合作区等 10余项
公共服务同城化事项；自贸区郑州片
区、开封片区实现涉企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跨区通办，郑开（兰）间交通优化、

轨道建设等一批重大便民事项及标志
性项目落地实施；郑开籍ETC小型客
车郑开兰高速间免费通行；郑开旅游
年票成功发行，两年来已售出 17万余
张。同城化社会认同感正不断增强。

强核固圈
持续提升综合能级

郑州都市圈建设，是国家促进中
部崛起作出的战略部署。市委十二届
八次全会明确指出，要以郑开同城化为
牵引，以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为方
向，统筹“强核、固圈、领群”，持续提升
都市圈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区域影
响力，推动都市圈能级不断跃升。下一
步，郑州都市圈建设将围绕科技创新、
产业共建、服务共享等方面持续发力。

在科技创新共育共强上，推进郑
州高新区、金水科教园区、龙子湖高校
园区、开封职教园区联动发展，建设郑
开洛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支撑全省、服
务全国的创新策源地。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建上，汽车
产业方面，将做强比亚迪、上汽等整车
企业，推动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开封布
局；新材料方面，提升郑南商许超硬材
料集群规模与竞争力；电子信息方面，
支持超聚变做大做强，构建“芯屏网端
器用”全产业生态圈；高端装备方面，
依托中铁盾构、郑煤机带动高端装备
制造集群提质增量，加强与洛阳、新
乡、许昌优势装备制造产业协同合作；
生物医药方面，加快郑州生物医药大
健康产业园一期、航空港区西门子区
域医疗创新中心建设、培育一批生物
医药上市后备公司；现代食品方面，推
动漯河、焦作食品企业与在郑高校联
合共建研发中心。

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上，发行都
市圈城市旅游年票，推出黄河文化、
华夏古都、中国功夫等精品文旅线
路；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都
市圈城市实现更多高频应用互认互
通、异地通办；深化医疗卫生协作，推
进基本医保、大病医疗信息对接和数
据共享；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推动河
南大学郑州校区等重大项目建设，运
作都市圈产教联合体。
本报记者 侯爱敏/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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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炼新质“钢火”
打造先进制造强市

这个季节，夏日独有的阳光和风把绿城郑州包裹。整座城市，明朗、热
烈而又生机勃勃。

近年来，郑州市聚焦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多措并举推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奋力打造新能源汽车之城、算力之城、超充之城、钻石（超硬材料）
之城、量子之城。目前，郑州正处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全面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冲刺决胜期，处于培育以新质生产力为先导、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攻坚突破期，处于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窗口期。

动能澎湃
郑州“超充之城”建设提速

汽车产业是郑州市确定的战略
支撑产业之一，汽车产量占全省的
80%以上。郑州大力建设新能源汽
车生产基地，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
加速奔跑。去年，郑州汽车产量突
破 110 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62.6
万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重镇。

为进一步推进产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高质量充电网络，2024年3
月发布《郑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发展规划（2024—2035年）》，提
出2035年郑州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将达到270万辆，充电设施规模预计
达 110万个。其中，个人充电桩 90
万个，公用充电设施20万个。

基于此，2024年河南铁建投新
基建有限公司与华为数字能源强强
联合，在新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迈出重要一步。豫享充艺慧街超
充站是河南首座采用华为“光储充”
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超级充电站，于
今年1月18日正式投入运营。该站
地处龙子湖大学城周边地带，邻近
居民区及商业区，通达性高、辐射面
广。场站采用华为光储充一体化解
决方案，搭配 1套华为储能设备、2
套华为逆变器，配置 4把最大功率
达 600千瓦的华为全液冷超充枪，
能够实现最快接近“一秒一公里”的
充电速度，以及 20把最大电流 250
安培的快充枪，能够满足不同车型、
不同充电需求的快速充电服务。

创新引领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6月中旬，500多家来自全国各
地的设计院设计师代表共赴北京，
参加全国首届“AI 未来设计师培训
会”。大会上，住建部专家宣读：

“TransBIM 智能设计云平台已通过
住建部产业发展中心的科技成果评
定，该成果在建筑施工图智能设计

领域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广
应用价值大，同意通过评定。”

作为“TransBIM”的开发者，来
自中原科技城的第三维度（河南）软
件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TransBIM”平台于 2021 年 10 月上
线，便一直处于更新迭代中，这也是
国内首家投入运营、实现营收的AI
建筑设计平台。

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原科技城新
质生产力不断加快发展的核心。近年
来，中原科技城培育数字经济、生命科
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30个产业
园区，累计招引华为中原区域总部、中
国电气装备集团、富士康新事业总部
等领军项目。

1月 10日，赛迪顾问城市经济
研 究 中 心 发 布《科 技 城 百 强 榜
（2024）》，郑州中原科技城综合评价
在全国348个科技城（科学城）中跃
升至第15位。

前瞻布局
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宇通研发的5G自动驾驶公交畅
行神州，汉威科技的气体传感器全国市
场占有率超过70%，中铁装备盾构机
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郑煤机
集团液压支架的产量、数量、品种连续
多年居世界第一，安图生物体外诊断系
列产品总体规模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我市实施“创新驱动、强
基提链、数字赋能、企业培育、项目建
设、品质提升、集聚提质、绿色发展”8
个专项行动，建设“1566”现代工业体
系。同时，大力推进产业链建设，在
全省重点培育28条产业链基础上，
郑州市重点推进智能终端、汽车制造
等20条重点产业链建设。

如今，郑州的产业正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形成了电子信
息、汽车、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材
料、铝精深加工、生物医药7个千亿
级主导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徐刚领 覃岩峰

强核固圈领群
共绘“一体化”同心圆

刚刚过去的周末，市民徐女士和朋友一起乘坐郑许城铁，到许昌胖东来逛超
市。随着郑州都市圈建设加速推进，以郑州为中心，圈内城市间的交通联系日益
紧密，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着城际间穿行的便捷惬意。

2023年，郑州都市圈获国家发改委复函晋级第10个国家级都市圈，涵盖44
个区县（市），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858万人。截至2025年5月，在
国家已批复的17个都市圈中，郑州都市圈范围居第7位，常住人口居第4位，经济
总量居第10位。刚刚闭幕的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指出，要引领带动郑州都市圈
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

宇通新能源车交付现场 宇通集团供图

沿黄大堤复合型生态廊道已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