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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龙子湖智慧岛一片生机盎然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2018年郑州常住
人 口 首 破 千 万

2018 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披露，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013.6
万人，比上年增长 2.6%，其中女性 502.4 万
人，增长3.8%；男性511.2万人，增长1.4%。

人口吸纳力，彰显出一个城市的活力和
发展潜力。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郑州以
1260.1 万人的常住人口数量，跃居全国城市
第 10位、中部地区第一。人口数量在全国的
排位，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移
11位；397.4万人的十年人口增长量，居全国
城市第 5位。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机遇期的郑
州，展现出超强的人口吸纳力，绽放出蓬勃的
发展活力。

近几年，国家中心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落地叠
加，释放空前的利好效应，郑州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黄金机遇期”。上扬的人口增长曲线背
后，是一条同样上扬的经济增长曲线。郑州
成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元、常住人口
破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破 10 万元“三大突
破”，奠定了全国全省大局中的“郑州位置”，
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郑中心”。加速构建的现
代产业体系，释放更多就业机会。持续优化
提升的营商环境，让城市越来越宜居宜业宜
商。人口大量新增，成为郑州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的最好注脚。 本报记者 侯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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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欧班列串起郑州通往世界各地的
“陆上丝路” 本报记者 马健 摄

郑东新区：
蝶变现代国际新城

如意湖、北龙湖、中原科技城、龙湖金融岛……一张张
郑州城市名片的完美绽放见证着郑东新区的成长足迹。

21 世纪初，在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省
委、省政府提出“郑州市要打造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的亮
点、新的增长点和带动点”。2000年 12月，河南省委提出要
以推动郑州市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目标，同年位于郑
州市东郊的原军民合用机场启动迁建，省委、省政府提出了
以该区域为核心，开发建设郑东新区的战略部署。

2001年 7月，按照省委、省政府“高起点、大手笔”的要求，
郑州市对郑东新区总体规划进行了国际征集，经过国际征集、
专家评审、市民投票和立法确认等四个环节，最终日本黑川纪
章事务所的总体概念规划方案获多数专家认可，并在市民投
票中获得了90%以上市民的支持。

2002年 3月，郑州市人大对规划方案予以确认，以地方法
规形式确保了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2003年 1月 20日，以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工为标志，郑东新区开发建设拉开序幕。

郑东新区位于郑州市区东部，管理范围西起中州大道，
东到万三公路，北至连霍高速，南到陇海铁路，管辖面积 260
平方公里，规划控制面积 370平方公里，辖 12个乡（镇）办和
3个园区（中原科技城、郑东新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中央商
务区）。自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
8300亿元，建成区面积近 120平方公里，入住人口达 130万
人，建成公共绿地面积 4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18平方公里，
核心区绿化覆盖率接近50%，由一片鱼塘村路蝶变为一座现
代化国际化新城。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郑州航空港区：
改革激发发展活力

2013年 3月 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郑州航空港区成为
全国首个且唯一由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航空港经济先
行区。

2016年 3月，“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支持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

2022年 4月，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前瞻三十年的眼光，对
航空港区进行系统性重塑重构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发展空间、发展平台。

2023 年，郑州航空港区全面开启“二次创业”“黄金十
年”新征程，奋力在全省“两个确保”“十大战略”中发挥引领
带动作用。

航空港区地处郑州、开封、许昌交界地带，管辖面积 747
平方公里，2023年前三季度，全区生产总值完成 1080亿元，
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9%；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9％，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一位。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0.4亿元，增长 3.5%。1—10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4.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1%，增速继续均居全省
第一位。

历经十年发展，航空港区按照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将
航空港区 747平方公里划分为中原医学科学城、先进制造业
集聚区、园博数字创意产业园、国际贸易会展区、航空枢纽
港、北港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共六大功能片区。

航空港区体制机制改革所激发的发展活力和动力进一
步彰显，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作用下正在逐
步显现。 本报记者 刘凌智

第一个高新区、第一个开发区：
从“一片玉米地”到“智美新城”

上世纪80年代，全国涌现出了一批开发区，开发区在当时是一
种全新的概念，经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立。郑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火炬计划”撒在中原大地上的第一批“火
种”：是1988年河南省启动筹建的第一个开发区，是1991年国务院
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是 2016年国务院批准建设的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

这段简单的概述背后，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郑州乃至河南省
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

这是郑州上世纪规格最高的区域，是政府大力扶持的新区。
当时位于主城区西北一隅的高新区几乎是一片荒地，为了高新

区的发展，郑州市大兴基建，并以相当的诚意及优惠政策吸引投资
者，还把能级比较高的可口可乐、中原显示、思达高科等落地高新区。

1994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到访河南来到高新区。
1997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

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组团专程到访高新区。
2000年信息工程大学新校择址高新区，随后郑州大学、河南工

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相继进驻。
这里科创资源富聚，拥有27家国家级创新平台、893家市级以上

科研平台；引进培育省市新型研发机构31家。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突
破万件，辖区集聚郑州大学等4所一本高校，在校师生超过18万人。

这里产业特色鲜明，拥有各类市场主体9.1万家，其中企业近7
万家。正在围绕“智能传感产业、数算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新材料产
业、北斗应用产业”等优势产业链持续发力，谋划打造了世界传感器
大会、“强网杯”、金刚石产业大会等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这里金融体系完善，打造了“金融广场+中小企业指数平台+
《资本力量》‘1+6’活动”立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成立了河南省首
家科技银行，引入深交所河南基地、南湖基金小镇，围绕企业成长，
构建了“投、保、贷、补”联动的企业融资服务链条。

这里政策体系完备，在全省首个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无
事不扰、有事快办”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被国务院办公厅
作为政务服务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进入21世纪，高新区的发展更是提档升级，坚定扛起“主引擎、
主阵地、主力军”的“三主”职责，以扩区撬动、创新驱动、产业拉动、
改革联动为抓手，将一个最初只有3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发展成为一
个环境优美、服务完善、产业聚集、科技领先的现代化科技新城。

作为土生土长的高新人，大里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金一谈
起高新区的变化感慨万千：“我是亲眼看到高新区从‘一片玉米地’
一步一步向 宜创宜业宜居的‘智美新城’转变。”

从“一片玉米地”到“智美新城”，这片土地的面貌日新月异，但
改革创新的精神却从未改变，开放的脚步永不停歇，风华正茂的高
新区正奋力谱写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新
篇章。 本报记者 刘地

2018年郑州经济
总量首破万亿元

2019 年 1月 12日召开的郑州市委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传出消息，2018年，我市
经济总量首破万亿元大关。这是郑州发展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郑州经济社会发展
站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与此同时，2018
年全市常住人口突破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突
破 10万元。三大突破助力，郑州正式跨入特
大城市行列。

从曾经的小郑县，到今天万亿体量的大
都市，郑州的蝶变，正是改革开放催生社会巨
变的生动写照。随着一系列国家战略在郑州
叠加，尤其是国家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带给郑州空前的发展机遇和动力。

经济总量的快速攀升之路，记录了郑州
紧扣时代脉搏长高变强的历程。1978 年郑
州的地区生产总值 20.3 亿元，1990 年破百
亿元，2003 年破千亿元，2006 年破 2000 亿
元，之后基本以两年一个千亿台阶的速度快
速跃升，2008破 3000亿元、2010年破 4000
亿元、2012 年破 5000 亿元、2013 年破 6000
亿元。2015 年以后，更是一年一个千亿台
阶，2017 年破 9000 亿元，2018 顺利破万亿
元大关。

与体量增长同步，郑州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态势强劲。2018年前三季度，全市三次产
业结构调整为1.81∶43.8∶54.4，三产比重大幅
高出一产、二产，合计8.8个百分点，对我市经
济增长贡献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成为全市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本报记者 侯爱敏

11月5日，2023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举行。这次盛会让世界
看到了在传感赛道上努力奋进的高新区。 见习记者 尹金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