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均衡
性，这已被国内外发展历史所证明。坚
持龙头带动和产业聚集发展，就是遵循
这一特性谋求工业振兴与崛起的有效
途径。

先说龙头带动——
大企业大集团是加快行业发展、推

进行业变革的引领者，不仅是过去、也是
现在、更是未来区域经济竞争的主导者，
是一个城市工业发展的名片和“形象代言
者”。闻名全国的青岛，不仅仅是其旖旎
秀丽的海岛风光，更有其改革开放后发展
起来的五大企业集团：青啤、海尔、海信、
澳柯玛、双星，他们每年的贡献占全市的
50%。正是有了这些巨头的支撑，青岛的
区域经济无论是总量还是核心竞争力都
始终排在全国前列；也正是因为这些集
团的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青
岛在世界的名声大振。

多年来，郑州就缺乏这样的底气。
企业“个头”小、影响力弱，让我们直面
客商和国内外市场竞争时不那么自
信。多的是“铺天盖地”、少的是“顶天
立地”，这是人们对当时郑州企业规模
和实力的描述。

经济界曾形象地把企业群体比作
“森林”。早些年，郑州的这片“企业森
林”，主要由灌木丛和小树支撑，这样的
企业生态，不利于企业影响、占有和配置
更多资源，不利于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
入，不利于企业和产品美誉度的提高，更
不利于抗击瞬息万变的市场风浪。

呼唤“企业大树”、培育“企业巨人”，
成为优化郑州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紧迫
任务。在此背景下，市委、市政府在全市
高调推出：“扶优扶强工程”。

为加快龙头企业发展，近几年来我
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重点企业发展
的意见》、《关于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和产
业园区建设的意见》等，加大对重点企业
的扶持力度。仅两年时间，就为企业及
企业家奖励、返还税收3000多万元。企
业做大做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积
极通过兼并、重组、购并、联营、上市等多
种渠道，不断壮大规模，提高自身实力，
增强竞争能力。

好土壤、好阳光、好水分，再加上拔
节生长的内生力，企业迅速长“高”变

“壮”。到2007年，我市涌现出销售超亿
元企业 758 家，超 10 亿元企业 39 家，超

百亿元企业6家。以百亿元企业为龙头
的梯次型大企业群初步形成。

这虽然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定差
距，但大个头企业的出现和迅速成长，
在增强郑州参与市场竞争的底气、昂起
工业龙头的同时，更影响和带动了一大
批中小企业的学习跟进。

再说产业聚集——
从企业发展看，推动产业聚集发

展，有利于培育“蜂群型”产业群，使企业
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协助、配置资
源。有利于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有利
于更新技术改进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也
便于打开市场、扩大销售。从政府层面看，
产业集中的工业小区，便于进行合理规划，
便于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也便于政府的
协调和管理。

几年来，市委、市政府按照“合理规
划、产业集聚、资源共享、协作配套、链
条延伸、整体优化”的原则，大力推进产
业园区建设工程，积极引导各县(市)区
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引导中小企业聚集
发展、抱团闯市场。不少园区先栽“梧桐
树”后引“金凤凰”，硬件建设和相关协调
服务提前进行，“土地向园区集中、资金向

园区集中、科技资源向园区集中”成为各
县（市）区工业发展的潮流和风尚。

目前，全市已涌现出一批产品在国
内市场占有重要份额的产业园区。巩
义回郭镇铝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普通铝板带箔加工基地，铝加工产品
占全国市场的 35%；须水机械制造加工
园区，汽车锁销量占全国市场的 25%；
新密曲梁工业园，化纤男裤占全国市场
的16.7%。来自市产业园区建设工程指
挥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市
重点产业园区已实现工业增加值622亿
元，销售收入 2009 亿元，三年跨越式发
展的目标提前一年完成。

坚持龙头带动和产业聚集发展，符
合现代工业产业发展规律，也符合郑州提
升区域工业竞争力的现实要求，今后我们
仍将按照这个路子毫不松劲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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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晴 风力西南风4级左右 温度最高17℃最低5℃ 降水概率 1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经济述评
统筹策划 史占勇 李洪太 本期理论指导 龚绍东

探析郑州工业崛起之路（四）

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应对挑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

坚持龙头带动和聚集发展不松劲
本报记者 王 伟 魏书杰 陈 锋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1月29日上午进行第九次集体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
调，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条件下，我们要
有效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面提高综合国
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坚
定不移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
的内容是关于推动我国科学发展问题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宋泓研究员、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张燕生
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扩散和
蔓延，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更趋复杂。在
当前情况下，我们更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
这个中心，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周密策
划，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胡锦涛强调，实现科学发展，首先必
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要深刻把握
科学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
新要求新课题，以宽广眼界审视发展，以
战略思维谋划发展，以辩证观点推动发
展，既要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要促进
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既要着力
解决当前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又要标本兼治、着力增强科学发展后劲。

胡锦涛指出，实现科学发展，关键是
要确立和实施科学发展方式。我们必须
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可持续性
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
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
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把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
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加快形
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胡锦涛强调，推动科学发展，归根到
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解决好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要紧紧围绕党
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
众得实惠，统筹规划、精心组织、扎实推
进，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切实负起领导责任，确保学习实践活
动取得实效。要着力增强各级领导干部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真正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到各
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动中去，做到以身作则促进科学发
展、真抓实干落实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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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上午，
我市召开精品街整治阶段工作总结会，
总结表彰前一阶段精品街整治中的先
进单位和个人，部署下一阶段精品街整
治工作。市领导穆为民、魏深义、牛西
岭出席会议。

我市十条精品街整治自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启动以来，共投资 15.2 亿元，实
施了沥青铺装、人行道板铺装、管线工
程、绿化、沿街建筑物精装修、门头广告
整治等工程，有 310 家施工企业、43 家
监理企业共 2 万余人参与建设，初步形
成了一街一风格的街道个性。

市委常委、副市长穆为民要求，在

今年对十条主干道进行整治的基础上，
从明年起，要继续发扬高标准、严要求、
高效率、快节奏、超常规、满负荷的精品
街整治精神，扩大整治的范围，各区要
对部分支路和背街小巷进行整治，进一
步完善中心城区功能，改善城市形象，
并促进沿街经营业态的提升。

十条精品街 一街一个性
明年扩大精品街整治范围

创新惠济直面挑战迎难而上
今年以来该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市领先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雷秀霞
刘晓军）设立首家区级院士工作站，主
持起草“速冻饺子”、“速冻汤圆”和面粉
添加剂国家标准，拥有国家级和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各一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9 家……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惠济区
凭借科技自主创新，今年以来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全市领先，区域经济保持
快速增长。

惠济区确立以政府科技投入为引
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投入为
支撑、其他资本投入为辅助的科技投入
融资机制。区财政设立科技成果转化
专项资金，用于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设立了自主创新奖励专项资金，奖
励在自主创新和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工

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2008 年，省、
市、区三级投入资金1021万元。政府科
技投入引导带动企业科技投入，重点企
业达到1︰10以上。帮助企业成立多个
科研机构，其中，郑州三全公司成立了
省级工程研发中心，现正申报国家级工
程研发中心。河南三中通用机械有限
公司成立了市级工程研发中心。三全
公司的河南省速冻食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自主新品开发项目400多项，国内
领先技术达244项。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目前，海韦
力、中铁大桥、宏达汽车、郑控电器等高
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区内骨干企业。
中铁大桥（郑州）缆索有限公司，在保障
实现生产目标的前提下，2008年完成了

生产线节水的技术改造。改造后的生
产线比老生产线节水 1/2。海韦力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围绕着面粉添加剂研发，
建成了同行业最大的实验室，承担起草
了两个国家行业标准，目前正在申报国
家级知名品牌。郑州宏达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在我省首家掌握干式混凝土搅
拌车技术，预计 2008 年产量可达到 300
辆，新增产值1200万元以上。2008年该
区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预计达 4 亿
元，增长27%。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惠
济区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政
府、企业和衷共济渡难关，加
大力度扶植辖区创新型电
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等行

业。一批新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已经
或即将入驻。郑州绿源山水现代农业
生态园区总投资 3057.8 万元，总占地面
积 1280 亩，建成后年接纳顾客约 15 万
人，预期年新增销售收入 1902.2 万元。
东部的中国郑州信息创意产业园，规划
建设集服务外包、总部经济、软件开发、
策划、设计、创意、动漫为一体的惠济科
技创意园区项目，力争3～5年实现产值
200亿元。

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邙山生态园区”一期工程将于年底前接受国家验收。目前，该项目中心园区的四个主题游园
已开门纳客。水利部门投入500万元整治，使昔日的荒山成了景区游园。 本报记者 梁晓 摄

专家破解
具茨山岩刻
初步认定，系距今

3000～8000年人类
早期文化符号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建军）新郑市具茨山（始祖山）神
秘的岩刻终于被破解。28 日～29
日，国内权威专家聚首新郑，对具茨
山岩刻符号进行现场考古调查。初
步考古结果表明，这些散落于具茨
山上的历史“碎片”为探究华夏文明
起源提供了重要而有力的论据。

近年来，位于新郑、新密、禹州
三县（市）交界的具茨山上，陆续发现
了400多处奇异的岩刻符号。这些岩
刻符号是什么时候由谁雕刻上去的？
它们代表和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长
期以来，一直无人能解。28日～29日，
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省地理研究所、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以及新郑市、禹州市共
同发起了此次现场调查。

调查队经过 24 天的地质环境
考古，新发现了两处全新世红色土
层叠压岩刻符号的地质剖面。专家
初步认为，这两处地层叠压关系和
岩刻符号皆暴露清晰，保存良好，具
有史前时期人类文化遗存的诸多特
点，分析土与石的依存关系，专家推
断 ，具 茨 山 上 的 岩 刻 符 号 距 今
3000～8000年。

专家认为，在中原地区首次发
现的具茨山岩刻符号传递了早期人
类的文化信息，对华夏文明探源、黄
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靠腌菜过冬的日子
郑州 赵成义

我们家是四代郑州人了。但凡郑州的老户人家，都有腌咸
菜的经历。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咸菜是郑州许多家庭的家常菜。那
时，每到秋末，大街小巷各个居民院落，人们在房前屋后的朝阳
空地上支起架子，垫上苇席或竹帘子，把洗净切好的萝卜、芥菜
摊铺上去。破开的白菜和雪里蕻则大都用线绳串挂在屋檐下，
或搭放在平时晾晒衣服的铁丝上，构成独特的秋末风景。

那些年，没有条件讲究腌制技术。作料少得可怜，主要是盐
及少许的花椒和八角。萝卜、芥菜大都是切成块状或片状，晾晒
后放入事先调制好的作料水里。白菜和雪里蕻则更简单。码一
层菜放一层盐，再码一层菜再放一层盐。也有些家庭主妇为了
孩子，不辞辛苦腌出点花样。我母亲就是这样。每年她都要把
一部分萝卜和芥菜分别腌成萝卜干和芥菜丝。那时候没有切菜
机具，全凭手切，母亲和父亲累得胳膊都不想抬。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腌咸菜最费
劲的还不是洗菜和切菜而是买菜。因为那时蔬菜和粮油一样都
是凭票定量供应的。腌菜所需的大部分菜，只能去买菜农们缴
不上的菜，或者是菜店凭票卖剩下的菜。我们家常常是父亲带
着大妹妹，母亲带着我分头到各个菜点寻觅。找到目标后一个
人排队，一个人过去通报信息。有时候等候买孬菜的队比买好
菜的队还长，排队排得让人心焦腿软。有时候，眼看快排到跟前
了，菜却卖完了，能把人气哭。

腌咸菜最费神的是晾晒。日出后搬出去，日落前收回来，前
前后后得二十多天。最令人揪心的是天气，一遇到连阴天，心都要
提到嗓子眼上，生怕还在晾晒阶段的蔬菜潮霉变坏。在漫长的冬
季里，这些咸菜非常重要，一日三餐，有两餐都要靠它下饭呢！有
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家的大半缸雪里蕻不知什么原因烂了，
春节过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全家人天天都要吃窝窝头蘸辣椒。

岁月如水，沧海桑田。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郑州市的蔬菜
供应越来越好。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南方菜、反季节蔬菜到
现在的大棚蔬菜，价格平稳货源充足，市民们一年四季都有新鲜
蔬菜吃了。腌咸菜的人家一年比一年少，即便仍然保留着这种
习惯的人家，也是少而精。精心腌制出来的碧翠黄瓜、酸豆角
等，爽脆可口甜咸适中，比商店里卖的还好吃。

好吃归好吃，但人们还是吃得少多了。现在大家都吃新鲜、
吃营养、吃健康，连大鱼大肉都很节制，何况是咸菜呢？偶尔吃一次，
是美味佳肴后的爽口，也是对曾经生活的回忆和念想。

郑州跻身中国城市综合创新力50强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范秋

菊 岳朝晖）昨日上午，“中国城市综合
创新力50强”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北京
隆重举行，郑州光荣入选，是我省唯一获
此殊荣的城市。

“中国城市综合创新力50强”评选
活动，由科技日报、北京大学战略研究
所、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等
单位共同主办，旨在推动我国创新型
国家建设。

此次评选充分考虑城市间的地域
差别，突出城市创新的多样性。评
选采用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制定的
多级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指标包括

城市创新环境、城市创新动力、城市
创新绩效、企业创新、政府创新等，
涉及城市创新的各个层面。全国共
有 20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参评，郑州
因为创新绩效和创新潜力突出而光
荣入选。

近年来，我市以建设“创新型郑
州”为目标，强力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工
程、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农村信息化工
程等九大科技工程，大力实施工业

“2662”和农业“5212”技术创新计划，
建立健全了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体
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和政府调控的
创新保障体系，建设了十大科技公共

服务平台，大幅度提升了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全市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
展。2007 年，全市高新技术工业总产
值 1064.3 亿元，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
323.4 亿元，分别是 2001 年的 8.6 倍和
7.7 倍。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对 GDP 的
贡献率 44%，较2005年提高11个百分
点，科技进步贡献率 52%，高于河南省
平均水平 8 个百分点。今年前 10 个
月，全市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 1250 亿
元，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 350 亿元,分
别是全年目标任务的 110%和 113%；
全市专利申请量 4365 件，同比增长
36%。

继 续 解 放 思 想
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