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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富联裕展科技（河南）有限公司等
21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郑州佛光发电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
入选第一批河南省“零碳”工厂，河南中孚高精
铝材有限公司、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公司入
选第一批河南省“超级能效”工厂……近几个
月，郑州全面绿色转型捷报频传。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来，郑州市将绿色制
造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标准引领，推动传统产
业绿色化改造，建成了一大批绿色工厂、“零
碳”工厂、“超级能效”工厂、节水型企业、能效
水效领跑者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节水型园
区、循环再生工业园等绿色制造示范标杆，推
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全面绿色转型力度更大
在高新区，郑州太古可口可乐扩容重建智

能化绿色工厂项目施工如火如荼。新厂房围

绕数字智能、绿色环保、人文关怀进行设计建
造，改造后使用更加环保的光伏发电，可提供
工厂15%用电需求，相当于一条生产线连续运
行一年的用电量。

绿色转型，制造业先行。
2024年 1月，郑州市出台绿色低碳工厂评

价管理办法（试行），并开展了 2024年度市级
绿色低碳工厂的培育工作，遴选出首批 54家
市级绿色低碳工厂，与省级以上绿色体系建设
形成了有效衔接。

郑州市最新出台的支持重点产业链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若干政策，明确提出

“对首次列入市级绿色（低碳）工厂、绿色供应
链管理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不超过 20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

绿色制造快速发展，截至 2024年年底，全
市 13个制造业产业链入选全省绿色制造业产
业链名单，创建省级以上绿色制造体系 162
家，包括国家级绿色工厂 63家。降碳减污协
同推进，全市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累计 373
万千瓦，占全市发电装机 28.3%，能源结构持

续优化。2024 年，外电入郑占全市电力供应
约40%。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65%，
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全市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两新”工作
成效显著，通过汽车置换更新和报废更新，更
换新能源汽车8.1万辆，占全省的32%；聚焦一
级和二级能效，更换绿色家电192.2万台，占全
省的48%。

“新质密码”助力企业发展
企业发展的“新质密码”是什么？
在郑州，宇通客车已实现从“造车”到“智

行服务”的跨越，不仅研发出-30℃续航不衰
减的“极寒电池”，还率先将 L4级自动驾驶技
术应用到公交场景；自动驾驶公交专线，高精
度定位和车路协同实现车门与站台对齐，方
便老人孩子一步上车；DeepSeek 和控制系
统融合的应用场景走进生活。

“养猪也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全国
人大代表、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说，牧原现
在养猪碳排放在全球处于优秀水平，下一步，

将持续推行全价日粮、营养平衡、节粮增效、低
碳减排。

郑州北临黄河，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黄河安澜是基石，技术人才是
支撑。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需要科研机构加强协同创新，更需要一批肯学
肯干肯钻研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治黄
人才。”全国政协委员、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
书记王笃波建议，加大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
水资源工程及生态修复学等相关专业人才培
养力度，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强的人才支撑。

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产业向绿，生态向美，2024 年，郑州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高，不断厚植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底色。

黄河生态保护纵深推进。黄河“四乱”动
态清零。花园口断面水质连续 5 年达到Ⅱ
类。深层地下水水位持续回升，居全国前列。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六大高耗能产业占
规上工业比重下降至 20.7%，单位工业增加值
能耗下降 4.5%以上。新增省级以上绿色制造
体系 77家。建设工业微电网 1055个，新能源
装机294万千瓦，外电入郑276.9亿千瓦时。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天更蓝了，郑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
天数231天，同比增加5天，重污染天数同比减
少4天。

水更清了，郑州段南水北调总干渠水质保
持Ⅱ类，国、省控河流断面全部达标。环城生
态水系循环工程全线贯通，每天向城区河道供
水超60万立方米，城市生态水质更加清澈。

地更绿了，郑州生态修复力度加大。治理
矿山图斑 2.05万亩。新建绿地 320万平方米，
营造林5.09万亩，林长制全省考核第一。建成
公园游园35个。绿化道路66条。

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产业转型，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郑州持续在努力。

本报记者 刘德华裴其娟

向“绿”向“美”更大力度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
业，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 年要“扶持
畜牧业、渔业稳定发展”。2025 年全
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改平从
科技创新、产业集约化、监管体系完善
等维度，呼吁以疫苗产业升级破解畜牧
业发展瓶颈，为乡村振兴和生物安全提
供坚实保障。

“前几年的非洲猪瘟疫情让公司损
失巨大，一度面临经营困难，要是疫苗
能更有效、更早上市就好了。”河南某养
殖公司负责人的无奈，折射出我国畜牧
业面临的防疫困境。我国是全球最大
的畜牧业生产国，生猪、家禽存栏量均
长期居世界第一，而动物疫苗产业的发
展却相对滞后。“动物疫病是制约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疫苗是最经
济有效的防控手段。”张改平表示，疫苗
是动物疫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我国动
物疫苗产业发展相对缓慢，部分疫苗仍
依赖进口技术，核心专利受制于人。

如何破局？张改平表示，动物疫苗
产业作为生物经济重要支柱，亟须以科
产融合破解技术难题，支撑畜牧业现代
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针对创新弱、转化
慢、集约低、监管难四大突出问题，他建
议通过培育“国家队”“领头羊”，实现加
速转化、完善监督。

组建“国家队”，攻克“卡脖子”技
术。张改平提出，建设国家级技术创新
平台，整合企业、科研机构资源，聚焦重
大疫病开展联合攻关。在保障方面，应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比例，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颠覆性技
术研发。在人才引育方面，可实施人才
强基计划，推动校企联合培养，引进国
际顶尖人才并完善激励机制。

培育“领头羊”，推动产业集约发
展。“培育国际化领军企业，支持企业通
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优势；制定与国际
接轨的动物疫苗质量标准体系；淘汰低

效产能，提升产品质量；建立行业准入和
退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张改平说。

开通“快车道”，优化成果转化机
制。张改平建议，推行“研审联动”绿色
通道，简化临床急需疫苗审批流程，缩
短上市周期。譬如，可以借鉴欧盟“有
条件上市许可”制度，对抗原变异快、重
大工艺变更和临床急需类的动物疫苗
有条件批准上市。此外，通过完善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激发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

织密“监管网”，完善监督管理体
系。张改平表示，应建立健全覆盖动物
疫苗研发、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的监
管体系，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
力。同时，建立动物疫苗监管信息平
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AI等信息技
术，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

“动物疫苗产业升级不仅是科学研
发问题，更是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重要
支撑。加快推动动物疫苗产业高质量
发展，是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动物源
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迫切需
要。”张改平表示。

本报记者 张竞昳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经历以数字
化、智能化等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全国人大代表、中铁工业总工程师
兼中铁装备集团首席专家王杜娟认为，
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国际竞争加剧、市
场需求多样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挑
战，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
（AI）技术应用实现降本增效、绿色发
展和竞争力提升。

王杜娟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明
确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各地新基建加速布局，为传统制
造业转型提供了政策与技术支撑。但
目前制造业企业内外部，仍存在转型认
知不足、数据孤岛现象严重、AI技术基
础薄弱、人才与资金短缺等问题。

王杜娟建议，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
引导。制定出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分
级分类指南》，明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
企业的转型路径。设立“数字化转型专
项基金”，对中小企业的云服务、AI算
法采购给予补贴。建立“政府+协会+
服务商”联合诊断机制，提供“一企一
策”改造方案。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
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支持龙头企

业建设行业级平台，开放共享供应链数
据。加快 5G网络、物联网传感器在车
间、仓储、物流环节的覆盖，实现设备全
连接。深化 AI技术融合应用，设立制
造业AI专项，引导企业深化AI场景应
用，打造行业标杆，推出类似灯塔工厂
评定的AI场景应用标杆评选。加强人
才引育与协同创新，实施“制造业数字
工匠”计划，校企共建AI学院与实训基
地。鼓励企业设立首席数据官，组建数
字化攻坚团队。支持“链主”企业牵头
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关共性技术难题。

“随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以及 AI大模型等数字技术
的快速发展，对从业者能力素质已提出
了新的要求。”王杜娟表示，加强职业教
育成为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的重
要举措。

王杜娟建议，加快《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实施细则制定，落实激
励政策，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纳入企业
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对深度参与产教融
合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用地优先等支
持；职业教育发展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
核指标体系。设立“中国工匠日”，在劳
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评选中提高产业
工人比例。在中小学教育中增设“职业
启蒙课程”，组织学生走进工厂、车间实
践；建立全国性“产业工人数据库”，实
现技能认证跨地区、跨行业互认。针对
产能调整行业，提供转岗培训和新业态
就业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开发个性化学习系统，动态分析产业
人才需求，精准推送岗位信息；推行“教
育工厂”模式，在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国
家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鼓励企业工
程师、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兼职任
教，职业院校教师定期到企业挂职锻
炼，实现技术经验与教学资源共享。针
对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开发
标准化课程，推行“线上+线下”融合培
训模式。

本报记者 袁帅

做好秦岭—淮河生态经济带
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修复

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地理分
界的过渡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带、经
济带。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区
域协同发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分会主任，河
南省政府参事花亚伟看来，亟待加快秦
岭—淮河生态经济带区域水土流失治
理、生态保护与修复。

“该区域涉及陕西、河南、湖北、安徽
等多个省份，实施过程中涉及发展改革、
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相
关部门。”为此，花亚伟建议从国家层面建

立协调机制，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同时从国家层面加大该区域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力
度。资金筹措以政府财政为主要方式，同
时拓宽筹资渠道，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形
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花亚伟还建议，国家针对该区域特
点编制专项规划，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加强预防保护，实现自然恢复、提升
水源涵养能力，特别是结合乡村振兴，发
展特色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赵文静

加快推动废旧纺织品
回 收 循 环 再 利 用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
消费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占全球的一
半以上，国内废旧纺织品存量巨大，如何
让废旧纺织品变废为宝十分关键。全国
人大代表，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邵长金了解到，我国废旧纺
织品回收利用率仅 20%左右，远低于废
旧聚酯瓶的回收率，亟须构建资源循环
型产业体系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邵长金说，虽然政府部门已提出加
快突破一批废旧纺织品纤维识别、高效
分拣、混纺材料分离和再生利用的重点

技术及装备，但目前，废旧纺织品在回
收、分拣、循环再利用等关键环节还存在
堵点和卡点。

为加快推动废旧纺织品回收循环再
利用，加强技术装备攻关，他建议，要
建设系统化和规范化的“废旧制式服
装”全国性回收网络；完善废旧纺织品
回收循环再利用体系和系列标准；加
大对废旧纺织品回收循环再利用重大
技术装备的投入支持；加大对废旧纺织
品回收循环再利用行业的财税金融扶持
力度。 本报记者 董艳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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