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全球的近七分之一，客车

产量占全球八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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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食品行

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体外诊断系列产品

总体规模居全国前列 ……

一系列叫响全国、蜚声全球的制造业品牌，

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郑州。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郑州形成了

门类齐全、技术能力较强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

经济规模保持河南省首位。拥有 41个工业行业

大类中的 38个，工业企业 1.6万余家，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2697家。

如今，郑州工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发展，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

造、新材料、现代食品、铝及铝精深加工 6个千亿

级主导产业集群。

这几年，在郑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工

业战线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快实

施换道领跑战略，狠抓“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深

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郑州市工业经济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明
显提升，产业特色更加鲜明，质量效益大幅改善。

去年六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5.9%

近三年，郑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6.94%。2020年增速达到6.1%，居国家中心城市

第 2位，全国 27个省会城市第 7位，全国 35个大
中城市第 7位。2021年达到 10.4%，居国家中心
城市第 6位，全国 27个省会城市第 9位，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第 15位。2022年达到 4.4%，居国家
中心城市第 4位，全国 27个省会城市第 13位，全
国35个大中城市第15位。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工信局了解到，近年来，
郑州市先后出台实施《郑州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郑州市“十四
五”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规划》《郑州市实施换道
领跑战略行动计划方案》《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6+1”
专项政策等综合性规划、政策 20余个，明确了我
市工业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加大对
新兴产业发展、企业做大做强、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
大力推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全市工业
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目前，全市重点发展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新材料、生物及医药、铝及铝精深加工、现
代食品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2022年，全市六大
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实现“四升两
降”，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铝及铝精深
加工产业、现代食品产业均实现同比增长，共拉
动全市工业增长 6个百分点；主导产业占规上工
业比重达到 83.3%，创历史新高。形成了电子信
息、汽车等6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涌现出了一
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优势行业

和企业。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全球的近七分之一，
成为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基地，客车
产量占全球的八分之一，人造金刚石国内市场占
有率 20%，耐材年产量占全国 30%，冷链食品行
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60%。郑煤机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煤矿综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中铁装备
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六大主导产业影响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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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拥有宇
通客车、东风日产郑州工厂、郑州日产、上汽乘用
车郑州基地、海马汽车、少林客车等 6家整车企
业。装备制造产业：装备制造业是郑州市战略支
撑产业之一，目前，郑州市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
业400余家，主要有通用设备制造业156家、专用
设备制造业 247家，在中铁装备、郑煤机等龙头
企业的引领带动下，2022年全市规模以上装备制
造业产值700亿元。

现代食品产业是我市重点发展的六大工业
主导产业和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拥有规上
食品工业企业 141 家，产业整体规模近 1000 亿
元。其中，速冻食品行业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60%，郑州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
研发基地和物流中心；枣制品行业规模全国
第一；方便面行业约占全国20%的市场份额。

铝及铝精深加工产业是我市工业六大主导
产业之一，拥有中铝郑州、豫联集团、明泰铝业、
万达铝业等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全市规上企业
127家，初步形成了“煤—电—铝—铝加工—铝终
端制品”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长江以北最
大的铝板带箔加工生产基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
铝工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郑州努力培育优势产业，将电子信
息作为“一号产业”打造。郑州市集聚了以超聚
变、富士康、汉威科技等为龙头的 600多家规模
以上电子信息企业，形成了智能终端、计算终端、
智能传感等新兴产业链条，着力培育万亿级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 2022年手机产量 1.54亿部，是
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打造中国（郑
州）智能传感谷，汉威科技的气体传感器全国市
场占有率超过70%。

新材料产业，我市形成了高端耐材和超硬材
料两大优势，全市耐材年产量占全国 30%，占全
省 65%，是全国最大的新型耐材基地；2022年全
市人造金刚石产量达 23.9亿克拉，立方氮化硼聚
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超过80%，立方氮化硼单晶
产量超过70%，精密加工用超硬材料工具产量超
过30%。

我市的生物及医药产业，小容量注射剂领域
领跑全国，年产能达 80亿支，占据全国市场份额
的四分之一；体外诊断系列产品总体规模居全国
前列。

开栏的话

今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开局之
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关键之年，
是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市委
十二届三次全会
和省委、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全
市两会部署的攻
坚之年。开局就
是决战，起步就
要冲刺。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首要
任务是高质量发
展，落脚点是产业
发展。即日起，本
报在“新时代新征
程新伟业”总栏目
中开设“郑州市六
大主导产业巡礼”
专栏，紧紧围绕
“稳经济 促发展
强信心”，全面梳
理报道郑州市重
点发展的汽车及
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新材料、生
物及医药、铝及
铝精深加工、现
代食品制造等 6
大主导产业，记
者深入生产一线，
采访产业工人及
企业管理人员，对
话专家学者，报道
官方最新扶持政
策，深度呈现郑州
工业大步迈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服务化的生
动实践。今日刊
发综述篇《郑州一
大批龙头企业享
誉国内外》。

六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日益壮大

郑州一大批龙头企业享誉国内外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文 马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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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气息在公园里、在田野间，也
在市民们的菜篮子里。随着气温逐渐回
升，近日，记者走访郑州各农贸市场，发
现春季时令蔬菜已纷纷亮相，菜市场里
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

“来个春笋吧，营养又好吃！”3月 23
日上午，刚走进市投集市幸福邻里农贸
市场，摊主魏女士便拿着新鲜的春笋向
记者推销。

环顾四周，一捆捆、一摞摞，浅青碧
绿，娇嫩欲滴，市场内的摊位上整整齐
齐摆满蒜薹、春笋、小白菜、韭菜等时
令蔬菜，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市民前来
选购。

“3月以来，春季蔬菜就大量上市了，
价格也低了一些，叶菜类价格都不高，
也是市民餐桌常备菜，卖得很快。”魏
女 士 告 诉 记 者 ，前 一 阶 段 ，这 些 菜 都
是四五块一斤，现在两三块钱，价格回
落明显。

“ 把 韭 菜 给 我 称 称 吧 ，回 去 包 饺
子。”张阿姨麻利地挑了一把韭菜递给魏
女士，“虽然韭菜一年四季都有，但春天
的本地韭菜特别好吃，鲜嫩可口，有股淡
淡的甜味，我们一家人都特别喜欢。”

淡绿的榆钱、深绿的柳絮、暗红的香
椿……在常青路农贸市场的一家摊位前，
记者看到了不少“春季限量版”的野菜。

“要榆钱不要，榆钱可新鲜，也卖不
了几天，再不吃就没机会了！”摊主张先

生一边利索地整理摊位，一边热情地招

揽顾客。

“榆钱这几天刚刚上市，时令性强，

不好采摘，价格贵一点儿，但依然挡不住

爱好者的热情，主要是一些上年纪的人

喜欢吃，一天能卖几十斤。”张先生说。

“门前一株椿，春菜常不断”。在张

先生的摊位，记者还发现了鲜香浓郁的香椿，“香椿5块钱一把，

摘的都是树上的嫩芽，特别新鲜。”

“春天真是太幸福了，菜品丰富，想吃啥基本都能买到。”琳

琅满目、品种多养、碧绿鲜嫩的高颜值春菜，让很多市民欣喜不

已。“你看，我买了菜薹、莴笋、青豆，还有上海青、榆钱，每天换

着花样吃。”满载而归的刘女士心满意足地向同伴儿展示她的

成果。

在幸福邻里农贸市场，记者发现，除了各类蔬菜，娇艳欲滴

的草莓、红里透紫的桑葚、香味醇厚的芒果等时令水果也吸引着

市民的目光。

“红颜草莓15块一斤，桑葚20块一斤，芒果10块钱一盒，价

格和往年差不多，草莓酸甜可口，卖得最好，每天都有不少市民

挑选。”摊主刘女士向记者介绍。

“我最喜欢春天逛菜市场，蔬菜、水果都是时令新鲜的，比

大棚菜好吃又营养，放到餐桌上，心情都是好的！”已经买了榆
钱、柳絮和草莓的袁女士，又走到下一个摊位前，精心挑选心仪
的果蔬。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文 马健 图

一个地区的创新创业水平是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作为民营经济基石的创业者们，
创新思维最为活跃、实践能力最强劲。近
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国家关于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开
放创新双驱动战略，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创新创业中心城市为目标，推动全市
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带动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

这座城市，培育出了“蜜雪冰城”“锅圈
食汇”“UU跑腿”等一批独角兽企业，这些
企业的创始人在自身创业的过程中，又带
动了更多的就业者、创业者加入进来，持续
成长出新的企业、研发出新的成果。

2023，创业者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人
才回归”“科技创新”“返乡创业”……正在
创业路上的他们，已经成为郑州经济和消
费的主力军。

春风已至、创业正当时。本报今起开
设“郑在创业”专栏，围绕创新创业类内容
进行报道，关注产业发展，聚焦创新创业，
服务政策发布。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产
业园区的探访、创业故事的挖掘、创业政策
的解读，帮助创业者引领产业方向，指导创
业行动、吸引青年人才，推动城市发展。

郑在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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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时代时代新新征程征程新新伟业伟业
郑州市六大主导产业巡礼

“我叫刘阳，她叫张靓，我们在郑州
做了一家音频内容生产公司。”3月 20
日，两位大学生创业者向记者讲述了他
们的创业故事。

两人都是播音主持专业，从大四开
始就在校园里的孵化器创办了工作室，
制作的音频产品内容应用广泛，总收听
和应用超5亿人次。

在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收获了
事业，还成了“小两口”，成家立业一点
没耽误。

“我们是同样的专业、同样的经历，
还有共同的创业理念和目标，所以发展
起来还是挺顺利的。”刘阳说。

上学的时候经常接到配音的兼职
工作，随后发现市场上专门为新媒体内
容制作生产音频的公司不多，于是，刘
阳和张靓就抓住机会，开办了工作室。

“第一笔启动资金是刘阳和家里要
的，我凑上了自己的奖学金，有 2 万多

元，就开始接单了。”张靓介绍，“这
样说起来，我还算我们公司的天使投
资人呢！”

毕业后，和同学们寻找就业途径不
同，两个人自己创办的小公司挺红火，
接到了很多大的媒体平台、电影动画片
制作等业务，又聘用了几位学弟学妹，
老板当起来了。

因为没有经验，工作室的第一次配
音遭遇了惨败。

一分钱也没赚到。
“是为自己的年轻和不懂事儿吧，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因为没有自己的录
音间，又壮着胆子接了个大活，在家里
做了个棉被包着的箱子，钻在箱子里录
音。”张靓说，交付的时候嗓子起了大
泡，音质都损毁了，还是没有达到要求，
最后作品全废了，也没有给结账。

在此之后，刘阳和张靓开始踏实起
来，一边学习一边接单，逐渐更换了办

公环境，组织了团队，从两个人的“家庭
团队”发展成了公司化运作，还搬进了
文化传媒孵化器，争取了大学生创业补
贴，工作室逐渐走上了正轨。

从刚开始录的第一部书，到现在走
的每一步，两位大学生创业者的感受
是：“其实创业没有容易的事，真正创
业的人都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无
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或者深夜里想埋
头痛哭的时候，只能给自己打气，坚持
下去。”

“创业成功的概率低，是因为坚持
下来的人少，只要我们能一直做好自己
的专业，自然会发展稳定。只要是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坚持就对了。”刘阳说，
作为大学生，投入的资金并不高，但是
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打拼寻找到在
市场上的立足之地，就是自己的创业梦
想在慢慢实现。

郑报全媒体记者 纪宇

内迁海港功能 助力豫货出海

郑州“海上丝路”
发展步入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张倩）借“港”出海，郑州“海上丝绸之路”发
展步入新阶段！3 月 23 日，由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主办的河
南—连云港集装箱多式联运合作交流会在郑州举行。来自郑州
铁路、中豫港务集团、河南客商企业、船货代公司、物流企业等齐
聚一堂，共商河南—连云港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创新合作模式，
进一步开启两地陆海联动、共谋合作发展新篇章。

据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总裁王国超介绍，长期以来，连云港
依托陇海铁路运距短、成本低等优势，为河南企业提供铁矿石、铝
矾土、有色矿、粮食等进口服务以及煤炭、车辆等出口服务，年运
量逐年增长至2600万吨以上，河南已是连云港本土之外的最大
货源地。目前，连云港港已开通至郑州、巩义、洛阳、济源（盘古
寺）、新乡、上街等海铁联运班列，并于去年年底完成连云港至郑
州西向班列开行。与此同时，连云港港还与周口港、信阳淮滨港
等开展海河联运业务，其中至周口港形成每周一班（往返）稳定
开行，满载率达到90%。

为更好地服务好河南腹地市场，23日，连云港港口控股集
团河南营销中心在郑州揭牌成立，将形成以郑州为中心、辐射河
南全域的市场服务营销网络，打通河南至连云港集装箱多式联
运“快速通道”，为河南省乃至陇海沿线省区提供便捷的进出口
服务。

同时，中铁集物流装备公司、太仓港集装箱海运公司、连云
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公司“两地三企”进一步签署《郑东集装箱
中心无水港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发挥铁路、港口、海运等各方优
势，共同推动无水港功能完善，联合开发货源市场，合力构建多
式联运信息平台，着力实现连云港海港“功能内迁”，助力郑州

“枢纽优势”向“枢纽经济”转化。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货运部主任马锡忠说，2022年，

郑州局集团公司与连云港间的集装箱吞吐量完成5.9万标箱、运
输货物超过 160万吨，多式联运品牌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在
以后的发展中，郑州局将积极扩大与连云港及相关各方合作范
围、提升合作层次，加强运营管理，拓宽经营渠道，努力实现“班
列功能、航运功能、港口功能”有机融合，与港口及相关各方一道
打造联动全国、沟通世界的大物流格局，共促“海上丝绸之路”繁
荣发展。

大学生创业者：

用“声音”开拓市场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财政厅日前发布信息，前
两个月，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1360亿元，增长 8.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15.4亿元，增长13.4%。

1～2月，全省地方税收收入完成 547.3亿元，增长
5.9%。前两个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73.2亿元，增
长9.4%，同比提高4.9个百分点。在各项支出中，民生支
出稳定增长，民生领域共支出1411.5亿元，增长10.9%，
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个百分点。涉及民生的卫生
健康、就业补助、住房保障、城乡社区等支出分别增长
29.1%、22.0%、18.8%、17.3%。分科目看，科技、节能
环保、农林水、交通运输等重点支出分别增长 61.1%、
25.3%、42.1%、44.7%。

3月2日，800辆宇通新能源客车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发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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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1360亿元 增长8.3%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815.4亿元

增长13.4%

农贸市场里，各类蔬菜琳琅满目

郑州直达香港高铁
4月1日起恢复开行
本报讯（记者 张倩）3月 23日，记者从“铁路 12306”APP

查询发现，从郑州东站直达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票已经开售，
最早出发日期是 4月 1日，当日最早一班 G79次所有车票已
售罄。系统显示，郑州直达香港的有两趟复兴号列车，分别为
G79次从北京西始发、G305次从天津西始发，从郑州最快 6
时 10分可抵达香港。

截至 23日中午 11时，4月 1日从郑州出发的 G305次列
车还有余票，一等座1468元，二等座917元。记者查询发现，
郑州直达香港的高铁车票销售非常畅销，目前可预售的 4月
2日～5日的车票都已全部售罄。

据中国铁路发布消息显示，为进一步满足内地与香港的
出行需求，4月 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长途服务将全面
恢复，全国66个站点将可直达香港西九龙站点。

今年前两个月全省财政运行平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