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擘画未来
2021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21年 1月 31日 星期日 编辑 祝 瑞 校对 禹娅楠 电话 56568216 E－mail：zzrb5271＠vip.163.com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将紧扣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站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崛起、
中原更加出彩，坚定不移走好“枢纽+开放”路子，
加快建设交通大枢纽、开放大门户、航空大都市，以
航空港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引领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

坚持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为生命线，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锁定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等
产业集聚、技术领先区域，锁定一批世界500强、国
内 500强、行业 20强龙头企业，强化产业链招商，
打造产业生态。特别是紧盯富士康产业链，全力推
进富士康产业链招商，加速其在郑州集聚。重点抓
好安图生物、宇通汽车、卫华机械等一批投资30亿
元项目。

坚持以开放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为保障，全面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持走好“枢纽+开
放”路子，进一步叠加放大“空铁联运”枢纽体系和

“1+1+7”口岸体系综合优势；深入研究服务贸易、
转口贸易政策，推进流程、规制、标准、机制等创新，
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

高水平谋划引进一批国际体育、教育、医疗及
休闲娱乐设施，全面提升国际化水平。

持续提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水平，科学
用好产业发展基金，加快推进“人力资源蓄水池”
项目建设，大胆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

坚持以国际化为标准，加快打造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副城。加快推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两个市级核心板块建设，同步谋
划支撑核心板块的主导产业项目，提前做好土地征
迁、收储、出让等工作。加快推进现代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

创新城市片区开发模式，初步谋划将航空港实
验区划分为“中部、北部、南部”三个片区，分区负责
综合开发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城市建设高品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宜居宜业的幸
福航空城。全面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村集
体经济，以保就业、稳就业促增收，加快实现“全面
小康”向“美好生活”转变。进一步完善覆盖全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持续探索多元
化办学办医新模式，加快引进一批优质文教卫体项
目，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下一步，航空港实验区将紧扣国内、国际‘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走好‘枢纽+开放’路
子，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加快建
设交通大枢纽、开放大门户、航空大都市，全力打造
国际化特色鲜明的国家中心城市副城，以航空港实
验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引领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俊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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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GDP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

航空港实验区
在新征程中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1月 29日传来好消息，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该区经济社会逆势增长，实现“五大突破”：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增长率约7.8%；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4000亿元，增长18.5%，达 4447亿元（海关网站数据），全省外贸占比持续保持60%以上；建成区面

积突破100平方公里；航空货运量突破60万吨，增长22.5%，达 63.9万吨，货运量累计增速在全国主要机场中位居第一；跨境电商单量突破1亿

单、货值突破100亿元，分别为1.39亿单、113.9亿元，连续5年实现翻番式增长。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告别不平凡的2020年，站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起跑线上，航空港实验区立足新发展阶段，秉承新发

展理念，昂首阔步踏上新的征程，努力在郑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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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航空港实验区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建设“交通大枢纽、开放大门户、航空大都
市”的发展目标，坚持走好“枢纽+开放”路子，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
强招商、抓项目、优环境，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性成果，全区经济社会取得突破性发展，已成
为全省融入全球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重要节点。

夯实枢纽地位
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初步建成

1月 26日，“空中丝绸之路”中匈航空货
运枢纽项目签约仪式举行，郑州机场将在欧
洲首设海外货站，“空中丝路”将迎来新支
点。而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郑州机场实现

“双喜临门”，货邮吞吐量突破 60万吨，旅客
吞吐量达2000万人次，国际地区货运量和全
货机航班量跃升至全国第 5位，自 2017年以
来，客货运规模持续保持中部地区“双第
一”。目前，郑州机场三期工程已启动建设，
中原龙浩、中州航空两家本土航空公司投入
运营，全球最大的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卡塔尔
货航已入郑。

郑机城铁全线运营，郑州南站主体封顶，
郑州城郊铁路已引入机场、郑州南站，“三纵
两横”高速路网、“六横五纵”快速路网全部投
用，一个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加速形成。从航
空港实验区出发，可快速到达国内主要城市
和全球主要经济体。

凸显门户地位
对外开放体系日臻完善

来自河南电子口岸公司的数据显示，
2020 年，航空港实验区共完成跨境电商进
出口业务 1.39 亿单、货值达 113.9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91.72%、62.01%，跨境电商单
量从 2015 年的 74.6 万单迅速上升到 2020
年的 13933.81 万单，业务量占郑州跨境综
试区总量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1.59%增至
2020 年的 60.62%，连续 5 年实现翻番式增
长，已成为郑州跨境综试区最为强劲的业
务增长点。

目前，“1+1+7”口岸体系不断完善，新
郑综保区实现封关“八连增”，全面实施“7×
24”小时通关机制、“提前申报”通关模式，进
出口通关时间分别压缩至 12.4 小时、0.05小
时，分别是全国平均时效的 5倍和 49倍；口
岸作业区到机场的进出口通关时效达到全
国同期的 27倍和 29 倍，通关便利化水平不
断提升。

探索实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性征
税、口岸作业区、电子口岸等一系列改革创
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全覆盖。自实
验区获批以来，全区进出口总额全省、全市占
比持续保持在60%、80%以上，现已成为联通
内陆地区与全球的重要门户。

开放带来产业
高端产业集聚初现规模

1 月 4日，在航空港实验区 2021 年第一
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普传物流基地
（二期）、晶拓克拉合成钻石等 15 个总投资
102.7亿元的项目集体开工，拉开了该区重点
项目建设的序幕。

近年来，航空港实验区坚持把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实施“长
短结合、引育并重”的产业培育战略，全力推
进产业培育，初步形成“高端引领、多点支撑”
的发展态势。2020 年，全区新签约项目 51

个，总投资826.7亿元，其中，世界500强项目
6个，国内 500强项目 3个。全区以智能终端
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稳步扩容，累计
200余家企业入驻，正在形成“研发、核心制
造”在航空港实验区、“配套、零部件生产”在
全省布局的良性互动局面。

大宗商品贸易额呈现暴发式增长，截至
2020年底，郑州兴瑞大宗商品供应链产业园
区已入驻中小微企业 67家（均在园区内注册
和营业），累计贸易量近 2200亿元。富士康
产能逐年扩大，生物医药产业已有美泰宝、鸿
运华宁等龙头企业，半导体产业已有东微电
子、光力科技、合晶单晶硅等龙头企业，新基
建已有合众思壮北斗导航产业园、视博电子、
中移动产业园等龙头企业。

创新激发活力
国际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020 年 12月 30日，在省人社厅举办的
2020 年河南省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
仪式上，郑州航空港实验区获批设立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这将为我们加快高层次人才培
养、推动科技创新提供强劲助力。”该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航空港辐射
区正式获批，全区首只创投基金设立，建成

“双创”综合体超过 300万平方米，省、市级研
发平台 103 家，高新技术企业 55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达202家。

豫沪合作科技城建设方案已确定，打造
豫沪合作的主要承载平台。《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条例》将于今年 3月 1日起实施。

“人力资源蓄水池”项目建设进入软件开发阶
段，已成为河南籍人才回乡创业的基地。

在全省率先实施“三证一章”“五单一网”
“电子营业执照”“独任登记制”“企业名称网
上自主核准”等改革。尤其是去年以来，以疫

情防控倒逼“放管服”改革，“一网通办”率由
28.45%提升至 88.27%，“一件事”由 0项提升
至340项，“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100%、“不
见面审批”事项占比 93.09%、行政许可事项

“即办件”占比40.74%。

实干扮靓城市
航空新城面貌日新月异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快速提升，全区建成
区已达 100.86平方公里，基础设施覆盖超过
200 平方公里，区内道路通车里程超过 500
公里，铺设供水、电力排管、燃气等管网合计
超过100公里。

累计建成省立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港区医院等各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个，初步形成“15分钟就医圈”。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航空港校区、

河南省机电职业学院航空港校区两所高校

开始招生，建成投用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

验学校南校区、郑州航空港区实验学校等一

批中小学，有效推动了教育资源优质化、均

衡化。

园博园、双鹤湖、苑陵故城、梅河、兰河等

一大批公园、水系建成投用，绿化面积超过

3200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1%。

新建停车场 33 处，停车位 12598 个，有

效解决停车难、乱停车问题。

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两大核心板块已完成规划设计，建设工

作已全面展开，一座国际现代、生态宜居的航

空新城正在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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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大分子平台 小河刘安置区航空新城夜景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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