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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整合、重组已有优势，加快推动“三
个转变”，全市上下正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必将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枢纽经济优势巩固提升。“枢纽+物流+
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加速构建，陆、海、
空协同联动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国际化现代
化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全面建设。交通枢纽优
势持续提升。一季度，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
562.6万人次，同比增长 97%，货邮吞吐量 13
万吨；中欧班列总累计开行 193班（151班去
程，42 班回程）；跨境电商交易额 330.16 亿
元，同比增长 5.22%；郑州中心站铁海联运到

发11302标箱，同比增长256.6%。
国际物流枢纽加快建设。5月，全市规上

货 运 企 业 完 成 货 物 周 转 量 同 比 增 长
39.56%。1~5月，全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3.53%，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8.6%。

内需规模优势持续扩大。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正在
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更足。紧抓项目
扩大有效投资。截至目前，我市现有八期“三
个一批”项目 466个，总投资 5598.6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1132.1亿元。大力推进消费提档
升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九大工程”建设紧
锣密鼓。一季度开展促消费系列活动 500余

场，发放各类消费券 1.86亿元，直接带动消费
约27亿元。

绿色低碳转型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我市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工作积极开展。

大力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积极开展《郑
州市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
年）》等方案制定，研究谋划全市能源发展目
标和重大项目布局。截至 2023年 5月底，全
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 171 万千瓦，占全
市电力装机总量的14.3%。

战略赋能，发展聚势。沿着既定目标，向
着美好蓝图，郑州全力奔跑，勇创辉煌。

高台起势风正劲
本报记者 侯爱敏 覃岩峰

6月13日，郑煤机集团10米超大采高智能化液压支架完
成首批交付。该集团首次利用数字化技术再创“世界第一高”。

6月15日，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十周年
之际，卢森堡（郑州）文化中心投入运营。

6月21日，独角兽企业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深交所创业板，标志着我省首家互联网家居上市公司的诞生。

…………
好消息让人鼓舞，好势头令人振奋。
今年以来，“十大战略”在我市稳步推进，创新驱动、优

势再造、换道领跑、数字化转型……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有条
不紊，助力郑州高质量发展高台起势，加速向前。

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创新驱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实施以来，全市创新氛围进

一步浓厚，创新平台快速增加，创新人才、主题加速聚集，创新生态持
续优化。

加强顶层设计，通过打好政策组合拳，激发创新新动能。
搭建创新平台。建成启用国家超算郑州中心，加快推进与中原

科技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融合发展。全力支持嵩山实验室等 7家
在郑省实验室建设。相继引进支持中科院过程所、哈工大等14家大
院名所等在郑设立新型研发机构。累计建有各级各类研发平台
4922家，其中国家级研发平台60家，省级研发平台1889家。

培育创新主体。充分挖掘郑州市的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超
聚变、致欧家居被发布为独角兽企业，我市拥有独角兽企业实现了零
的突破。加强高新技术后备库入库工作，共受理4批次高新技术后备
企业2318家，累计入库企业达到5128家。优化申报流程，由每年多
批申报次改为常态化受理，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5189家。

集聚创新人才。协调推进国家、省人才计划实施，推荐报送国家
重大人才计划6项，中原英才计划（引才系列）项目9个，中原英才计
划（育才系列）项目29个；加强外国人才引进工作，开辟绿色通道、不
见面审批、全程网上办理、扩大境内申请范围等措施，全方位做好服
务工作，全年审核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业务超过400件，引进外
国专业人才超过200人。

优化创新生态。2022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我市 15家众创
空间晋级国家队行列，创科技部 2015年备案以来之最，占全省新增
总数 79%，居全国第二位；2022年新增河南省 863软件孵化器等 4
家国家级孵化器，占全省新增总数44%。积极开展“郑科贷”业务和
科技金融资助，全年已备案34.94亿元，放款23.82亿元，有效缓解了
企业融资难题。

推进制度型开放战略，加快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
良好成效。

持续巩固开放通道优势。
“ 空 中 丝 绸 之 路 ”方 面 ，深 化 郑 州 —

卢森堡“双枢纽”战略合作，加快推进“河
南—柬埔寨—东盟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签 署 河 南 — 柬 埔 寨 — 东 盟“ 空 中 丝 绸 之
路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和 郑 州 — 东 盟 中 心 补
充协议。

“陆上丝绸之路”方面，目前已形成覆盖
欧洲、中亚、东盟和亚太（日韩等）“20个境外
直达站点、8个出入境口岸”国际物流网络，

业务范围辐射 40多个国家 140多个城市，境
内外合作伙伴已超 6000家。

“网上丝绸之路”方面，畅通跨境电商物
流通道，开通郑州至莫斯科 TIR跨境公路货
运线路。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药品试点
已向第二阶段扩容，上线岭南正红花油等 4
种试点药品。

“海上丝绸之路”方面，郑州—黄岛班列
增量明显，实现隔日开行；郑州—连云港班
列、北仑港班列增至两周一班。

持续提升平台载体效能。
提升综保区竞争力。新郑综保区已吸

引 103家外贸企业入驻，综保区进出口值从

2011 年的 46.8 亿元一路攀升至 2022 年的
4659.6 亿元，外贸业务量常年占据全省外贸
总量的“半壁江山”。

提升口岸能级。做大做强已有的粮食、
肉类等 9个功能性口岸，“2+2+9”口岸体系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继续保持内陆地区口岸
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城市。

提升通关服务水平。创新综保区监管方
式，推行“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通关时效提
升60%以上，企业运输成本降低50%以上，实
现“全年无休”预约通关保障。今年前两个月
我市进口整体通关时间31.19小时，较全国平
均水平快4.12小时。

科技创新引领 发展动力更强

开放高地增添郑州新活力

新优势蓄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郑州日报社成立暨《郑州日报》
创 刊 74 周 年 纪 念 特 刊

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1949...............................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2023...............................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换道领跑 数字化转型风头正劲

加速抢滩新兴产业，高位嫁接传统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今年
以来，换道领跑战略各项工作加快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产业基础。

加快电子信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抢滩占先，推进航空港区、经开区、高新
区、中牟县四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建设；推进传统汽车、装备制造、铝
工业、食品制造、服装家居、耐材建材等传统产业高位嫁接，有序推进
上汽发动机二期等项目建设，推进三全食品港区工业园、太古可口可
乐扩能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氢能与储能、量子信息、类脑智能、未来
网络、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郑州城市群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工作，引入中广核、东方电气等项目，推动氢能研
究院建设等。

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我市正努力把郑州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
“数仓、数纽、数港”，推动“数字郑州”建设整体跃升。

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夯实优化，我市已成为我国中部地区互联网
数据中心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之一。政务云
平台承载了44个市级政务部门、16个区县（市）的216个智慧政务类
及民生服务类应用，形成电子政务外网、电子政务内网、办公资源网
的一张网体系。

根据《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郑州数字经济规模
突破 5000 亿元，持续在全省领跑，全市大数据相关企业数量达到
18453家，大数据产业园数量达到 76个，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项目
达到220家（个），数字经济引领郑州高质量发展风头正劲。

卢森堡（郑州）文化中心 郑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梦瑶 摄

郑州至莫斯科TIR跨境公路货运线路开通 郑报全媒体记者 白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