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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物换星移，岁月如歌；40
年砥砺奋进，铸就辉煌。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4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
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辉煌的

成就和生动的实践，印证改革开
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由之路。

40年来，郑州——这座内陆城
市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已发展

成为中部地区对外开放高地，正向
着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奋力前进。

新时代东风浩荡，中国梦曙光
在前。饱含着对城市楔于血脉的
爱恋守望，今天起，本报推出“壮阔
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风华郑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专栏，集
中推出一批深度报道，带您探寻城
市发展轨迹，重温改革开放往事，
展现郑州 4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
就，展现这座城市新时代的新作
为、新气象、新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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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 风力东北风4级 温度最高36℃ 最低28℃ 降水概率 50％

7 月正值炎夏，两场国际论
坛如期在郑举行。

7月 17日，中欧近 100 名行
业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东区，参加
欧洲铁路交通联盟 2018 年度大
会，共商促进亚欧间互联互通、产
业合作事宜。

7月 18日，又一批欧洲客人
抵达东区“大玉米”，参加第13次
中欧区域政策合作研讨会。这次
会上，郑州与欧洲案例城市签署
11个合作备忘录及合作意向书。

改革开放四十年，郑州由黄
河之滨一个普通小城，崛起为今
天的现代化都市。“米”字形高铁
雏形已现，空中、陆上“丝绸之路”
建设如火如荼，郑州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国际范儿日益彰显，正
加速融入“一带一路”、融入世界
经济的大棋局。

40年来，郑州经济总量连翻
数番，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经济结
构持续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越
来越强。城市在长高长大中越来

越美，富起来的人们生活多姿多
彩……翻天覆地的巨变中，郑州
交出了一份精彩的发展答卷。

城市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人民快乐享受幸福生活

40年来，郑州经济总量快速
提升，综合实力今非昔比。

1978年，郑州市生产总值为
20.3 亿元。改革开放的春风，为
郑州发展注入空前活力。尤其是
进入新世纪，郑州更是跑出自己
的发展“加速度”。继 2003年生
产总值首破千亿后，2006年突破
2000亿，这之后基本以两年一个
千亿台阶的速度快速跃升：2008
年破 3000 亿，2010 年 4000 亿，
2012 年 5000 亿 ，2013 年 突 破
6000 亿。从 2015 年以后，更是
一年一个千亿台阶，2017 年破
9000亿，直逼万亿大关。

2016年，全市地方财政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首破千亿，2017年
达到 1056.6 亿元，增长 9.6%；税

收收入775.2亿元，增长14.6%。
与城市发展同步，40 年来，

郑州人民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勤劳双手，实现了生活的芝
麻开花节节高，切身感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2017 年郑
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050 元 ，较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1978 年 的 306 元 增 加 35744
元 ，增 长 117.8 倍 ，年 均 增 长
13%；农村居民收入则从 1978
年 的 121 元 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19974 元，提高 164 倍，年均增
长 14%。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大幅度
增加，人民生活也从单纯的过日
子转变为享受新生活：吃饭重营
养，穿衣讲个性，出行求方便，住

房要舒适，保健意识强。数据显
示，201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达 24973 元, 较 1978
年的 290元增长 86.1 倍，年均增
长12.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则从 1978年的 105元，提高到
2017 年 的 14849 元 ，增 长 140
倍，年均增长13.5%。

40年的沧桑巨变，数字是最
好的说明。

人口，1978 年郑州人口为
437.9万人，2017年飙升至 988.1
万人；

城 镇 化 率 ，1978 年 为
32.4%，2017年增长至72.2%；

财政收入，1978 年 4.72 亿
元，2017年 1056.67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78

年 为 9.6 亿 元 ，2017 年 完 成
4057.2亿元；

客运量、货运量、邮电业务
总 量 ，1978 年 分 别 为 2030 万
人、4228 万吨、829 万元，2017
年 为 1.47 亿 人 、2.51 亿 吨 、
484.49亿元。

经济转型实现历史性突破
现代产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与城市实力的节节攀升同
步，经济发展质量也稳步提升。

1978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
为 20.2∶63.3∶16.5，到 2017 年，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7∶46.5∶
51.8，第三产业继 2015年首超第
二产业后，对经济的贡献度持续
提升。 （下转二版）

新华社达喀尔7月21日电（记
者 霍小光 孟娜 骆珺）国家主席
习近平 21 日在达喀尔同塞内加尔
总统萨勒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
评价近年来中塞关系取得的长足发
展，一致同意继续携手努力，推动两
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开创
中塞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首先感谢塞内加尔政府
和人民的盛情接待和热情欢迎，认

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塞友谊深入人
心。习近平指出，2016年，我和总统
先生共同确立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定位。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塞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政治
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实实在
在。中方愿同塞方携手努力，推动
双边关系和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给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强调，我赞赏总统先生

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塞关系，积极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支持中非
合作。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相互支持。要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和政策沟通，我们欢迎塞内加尔
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我们希
望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中塞合作
水平。（下转四版）

习近平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举行会谈

努力开创中塞关系更加美好明天

四十年沧桑巨变再出发前程似锦
本报记者 侯爱敏 见习记者 宋明明

1984年二七塔附近景象（资料照片）

郑东新区CBD高楼林立，美景如画 记者 王秀清 摄

本周高温仍唱主角
周初有雨片刻清凉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省气象部门获悉，本周前
期我省北部、东部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周中后期
副热带高压再次控制我省，全省大部地区多晴热、少雨天气。

根据预报，我省北部、东部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
程；周中后期，全省大部地区多晴热、少雨天气。预计周降水量
北部、东部接近常年，其他地区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周前期我
省最高气温在 32℃～35℃之间，周中后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 35℃～37℃左右，部分地区达 37℃～
39℃。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来自市气象部门的信息，本周我市仍以高温天气为主。周
一受副热带高压东退、减弱北上的台风低压外围气流影响,高温
天气有所缓解。周二、周三副热带高压再次西伸加强，高温天气
持续；周四之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温度略有下降。预计周内
最高气温39℃左右，最低气温26℃左右。

本报讯（记者 裴蕾 侯爱敏）7月 19日，市政府召开第 99次
常务会议，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谋
划。记者从会上获悉，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端，主要经济指标
增长好于预期。

据初步核算，上半年生产总值完成 4611.4亿元，同比增长
8.5%，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发展速度持续回升
初步核算的数据显示，我市GDP增长实现稳中有升。上半

年，全市 GDP增长 8.5%，增速比全国和全省分别高出 1.7个和
0.7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9%，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一季度提高1.8、1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存贷款稳中有升。截止到 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 21240.3 亿元，比年初增长 4.4%，增速比 3月末回升
1.7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9697 亿元，比年初增长
9.5%，增速比 3月末回升 4.2 个百分点，新增贷款同比多增加
159亿元。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上半年，我市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二、三产双轮驱动

作用更趋均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兴产业快速增长，消费
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统计结果显示，上半年，全市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2132.9
亿元，同比增长8.6%，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2402.4亿元，同比增
长 8.7%。其中，在第二产业中，上半年全市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326 亿元，同比增长 1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同时，现代服务业支撑作用在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中，上
半年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1%。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
三次产业结构为 1.6∶46.3∶52.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比去
年同期和今年一季度提高 1.3 和 0.9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优
化，七大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 68.5%，四大战
略性产业占比达 43.4%。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市
工业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 13.8%，增速高出规模以上工业
6.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同比增长 10.5%，增速高出规模
以上工业 3.2 个百分点。

消 费 方 面 ，上 半 年 ，全 市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2091.1 亿元，同比增长 10.5%，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支撑作
用进一步增强。 （下转二版）

上半年GDP完成4611.4亿元

增速比全国高出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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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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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全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627亿元

共享单车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却因无序投放、乱
堆乱放、修复管理不及时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秩
序，影响了市容市貌，甚至带来一些安全隐患。这些，都有悖
于环保和便民的初衷。

究其原因，固有市民文明意识不强、社会公德不够等因
素，但也与共享单车企业看重商业利益轻视社会责任的做法
有关。

在商言商，共享单车企业追求商业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前提
是不妨害公共利益、承担起社会责任。只顾“跑马圈地”，不顾公
共秩序，没有科学合理投放计划，缺失良好的后续管理，一投了
之，维护少、回收少，将本应自身承担的责任和管理成本转嫁给
社会，显然不是一个负责任企业应有的行为。

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义务，也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承担社会责任
视为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品牌建设和持久发展的重要因素，
并把它提升到战略性管理层面。共享单车企业想要健康持续
发展，就要摒弃重“利”轻“义”的短视行为，承担起环保、利民
的社会责任。罔顾公共利益，不仅不符合商业道德，不利于长
远发展，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到一定程度时,也必然遭到社
会的背弃。

郑州是省会城市，正在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每个企业在郑州的经营行为，不仅关乎着企业的形象、用户
的利益，也关乎着郑州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单车
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多方的
社会问题。

对待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共享单车企业需要有大
格局、大气魄、大担当。追求利益
不忘道义，担当责任不忘初心，按
需求有序投放、做好必要的管护、
维护良好的停放秩序，企业才能
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入伏以来，郑州骄阳似火，最高温度达到38℃，但
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北车辆段修车
车间，铆电班组的熔接工们却身穿着双层工作服，为
病害列车操刀“手术”。

“铁熔化的温度在 1500℃以上，如果只穿一层工
作服的话，这么高温度的火花溅到身上，瞬间衣服就
被烧透了。”班组青工陈冠宇告诉记者，所以不管天气
多么炎热，工人们都会穿着双层工作服作业。

头顶是交错往来的天车，耳中是不间断的 110分
贝以上的机器运行声，熔接工们挤身在车辆狭小的空
间中，手中的焊钳夹着焊条与车体接触的瞬间，花火
迸发，热浪蒸腾（如图）。记者留意到，此刻墙上的温
度计显示 42℃，整个车间像烤箱一样。而头戴安全
帽、防护面罩、防尘口罩，身着双层工作服、长及手臂
的帆布手套和反绒面工作鞋的熔接工们仿佛感受不
到炎热，继续聚精会神地工作。

“在车辆维修品质中，熔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
点不到位，就有可能造成配件脱落，甚至会影响整条
线路的列车运行。”班组工长韩东告诉记者，郑州北车
辆段修车车间年检修货车作业量在 14000辆左右，熔
接工们要根据每辆车不同的情况为他们进行不同的

“手术”，平均每辆车，至少要焊修60分钟以上。
像现在这样的天气，只需几分钟，身上的衣服、鞋

子就会被汗水全部浸透。“焊接讲究一个‘稳’字，稍有
晃动就会造成焊接口受热不均匀，影响修车质量，所以
擦汗对我们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儿。”班组技术骨干张洪
波说，为了保证质量，就算火星和铁水溅到身上，熔接
工也不能慌乱，“对于我们来说，伤疤就是勋章”。

15时，车间组织专人送来熬好的鸡蛋汤、绿豆水，
熔接工们拿着水杯，大口喝着绿豆水，享受这宝贵的

休息时间。
记者了解到，虽然辛苦，可班组的熔接工们从没

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依靠过硬的业务素质，班组18
名熔接工中，已经先后有 1人评上技师、1人被评上高
级技师，16人评上了高级工。

火车“医生”烈日下的坚守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文/图

追求利益
不能罔顾社会责任

郑 言

我省403名大学生赴
西部开展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娜）7月 20日晚，2018年河南省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郑州火车站举行。403名河南大学
生志愿者踏上奔赴祖国西部志愿服务的征程。

据介绍，2018年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于4月份
启动，我省3115名大学毕业生响应号召积极报名。经过严格选
拔、身体体检和心理测试，共选出 403名大学生志愿者，其中，
258名大学生志愿者赴新疆，20名志愿者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65名赴内蒙古、贵州、青海等地，60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赴新
疆、西藏等地开展支教服务。

据悉，自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服
务贫困县计划相继启动实施以来，河南已经选派6689名大学生
志愿者，奔赴新疆、西藏、陕西、贵州、四川、云南等地区，3597名
志愿者到我省贫困地区开展服务，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