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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亚文）4月 22日，2025
年第二期全市领导干部“问学前沿”讲堂举
行，邀请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以“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促进高质量发展”为题
作专题辅导。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出
席并讲话。

周富强、杜新军、吕挺琳、黄卿、路云等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陈明主持。

刘庆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江苏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实践样本，围绕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
行了深入讲解，并结合实际对郑州提出了具
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安伟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专题辅导内
涵丰富、与时俱进、前瞻性强，为郑州因地
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借鉴。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要求，统
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进一步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高标准规
划、高水平共建郑州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
体制机制突破、资源整合优化、政策精准支
持，推动创新要素加速向郑州集聚，助推郑
州成为中部地区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重要节点，以开放型创新促进高质量发
展。要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携手共进，加

快推进郑州与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深度合
作，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引
领带动郑州都市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加快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赛道，
奋力建设人才集聚中心，努力将郑州打造
成为长三角和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协
同的桥梁枢纽，不断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
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开发区、区县
（市）、市直各单位设分会场。

2025年第二期全市领导干部“问学前沿”讲堂举行
安伟出席 刘庆作专题辅导

新新时代时代新新征程征程新新伟业伟业

市政府与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本报讯（记者 王际宾 翟宝宽）4月 22日，郑州市人民政府
与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共建
郑州产业技术研究院，探索拓展区域协同创新及共建、共享、共
赢创新合作新路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庄建球，长三角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出席仪式并致辞。

庄建球表示，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是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
地、商贸物流中心、对外开放门户和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近年
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及郑州工作的重要论述
为根本遵循，扛牢“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走在前”的使命
担当，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奋力建设国
家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郑州正在成为创新创业的沃土。与长
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战略合作，是郑州主动融入国家创
新体系、链接长三角优质资源的重大举措。期待与长三角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共同努力，将郑州产业技术研究院打造成为科技
改革示范体、创新资源强磁场、技术成果策源地、产业升级推进
器，为双方合作共赢发展创造新机遇、增添新动能。

刘庆说，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科技力量，正
着力构建集研发组织、创新资源和产业需求于一体，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和生态。希望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
机，开启双向奔赴新篇章，促进长三角与中原地区科技创新产业
创新跨区域协同，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改革
路径与创新举措。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管委会委员郜军，市领导马志峰、
魏宁娣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 魏滢 文 周甬
图）4月 22日，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迎国赛 展风采”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郑
州举行。

作为我国职业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
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首次将举办地
选定于郑州。今年 9月，大赛将在郑州航
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等地举行。本
次大赛分世赛选拔项目和国赛精选项目，
共 106个竞赛项目。其中，世赛选拔项目
66个，作为第 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
拔赛，国赛精选项目 40个。全国总决赛
以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
组团参赛。

人形机器人、古琴艺术、黄河澄泥砚、
陶瓷工艺、九宫点穴正脊法……活动现场
设置多个展演项目，通过“展演+体验+培
训”三位一体的技能展演模式，充分展示

不同领域的精湛技艺和创新成果，既展现
国赛技术前沿，又吸引市民参与直观感受
技能魅力，打造集“观赏性、参与性和传播
性”于一体的技能文化盛宴。

据了解，从 4月中旬到 8月底，我市将
持续开展为期 4个月的“迎国赛 展风采”
系列活动，邀请技能大师工作室带技能进
校园、进社区、进公园、进园区、进企业、进
商圈，以技能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等
多种形式，全方位、多层次营造全民迎国
赛、技能“郑”出彩的浓厚社会氛围。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培育高技能人
才的“练兵场”，更是弘扬工匠精神、激发
创新活力的“催化剂”。截至2025年 4月，
郑州技能人才达到323.11万人、高技能人
才119.78万人，人才规模和素质稳居中部
地区前列。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芳菲四月，人间春好。“国际郑”正以澎
湃的活力迎接新一波世界“流量”，展翅飞
入更高的新云端。

4月17日发布的中马联合声明中明确
提出：密切吉隆坡国际机场与郑州新郑国
际机场之间的航空物流合作，致力于实现
中国与东盟之间无缝衔接的“空中丝绸之
路”共同愿景……这意味着郑州未来的“空
中丝路”将会驶入更广阔的新时代航道。

4月14日，从郑州圃田车站出发，一趟
满载着复合肥料的中老铁路（郑州—万象
南）国际货运列车踏上征程。至此，中老铁
路（郑州—万象南）累计开行突破 200列，
推动着郑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持续升温。

国际人文交流交融互促、国际经贸合
作持续深化、国际大舞台风姿绰约……放
眼郑州，一个个坚定的承诺正在变成一项
项扎实的行动，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推动
着“国际郑”不断迈上新高度，共同谱写出
睦邻友好、团结合作的新篇章。

新航线飞出新高度
一条条密织的航线，一架架满载货物

的银鹰，飞架起郑州与世界的金桥。
2024 年，郑州机场加大航线开辟力

度，新引进汉莎航空、美国国际喷气机航
空、法国达飞航空、京东航空、墨西哥奥胜
航空、马来西亚瑞亚、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航
空、保加利亚指南针等航空公司，新开郑州
至法兰克福、亚特兰大、达拉斯、大阪等 19
条货运航线，加密郑州至卢森堡、芝加哥、
墨西哥城、深圳等航点。

2024年 12月 22日，郑州机场迎来重
要历史性时刻——当年货邮吞吐量打破
历史纪录，首次突破 80万吨，标志着郑州
拓展航线网络、提升枢纽量级的步伐在不
断加快。

今年以来，郑州机场新引进阿提哈德
航空、马士基航空、首都航空、英国壹航空
等，开通郑州至阿布扎比、比隆德、奥斯陆、
达卡、马德里等国际航线，天货航在郑新开
郑州至济南航线，同时进一步加密郑州至
芝加哥、墨西哥城、列日等航班密度。

随着郑州“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
郑州与马来西亚的合作也开始持续升温。
目前，正值马来西亚榴莲成熟的季节，在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自吉隆坡呼啸而来，跨越
3000多公里的“榴莲航班”基本每天都有。

从电子元器件到跨境电商包裹，从挪
威三文鱼到马来西亚榴莲，今年一季度，郑
州机场国际货运网络不断升级，仅国际货
运量就已突破13万吨。

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郑州机
场如何吸引国际航司扎堆入驻？功能丰
富、转运方便、通关高效、服务优质是提升
航空枢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为了拓展航线的“密度”与“广度”，郑
州机场打造电子产品、跨境电商、生鲜冷
链、快邮件、时尚服装、高端汽车零配件等
国际物流分拨中心，目前已吸引 160余家
货代企业进驻运营，其中国际地区货代企
业 120余家，货物品类包括冷链、快件、跨
境电商等 23 大类。已取得进口水果、冰
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肉类、活
体动物、邮件、药品 7 大口岸资质，是目
前国内功能性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
的内陆机场。

世界在这里汇聚，世界也从这里出发。
4月 7日凌晨 2时，一架从利雅得飞来

的沙特阿拉伯货运航空公司的B747全货
机落地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经短暂停留后，
凌晨 5时满载货物飞往比利时列日，标志
着利雅得—郑州—列日全货运航线正式开
通，这也是郑州机场2025年前 100天新开
及加密的第10条货运航线。

从 2014 年至今，10余年间，郑州“空
中丝路”57条货运航线，如银梭般编织出
覆盖 28个国家 62个城市的空中经纬。从
郑州到卢森堡再到吉隆坡，从亚洲到欧洲
再到东南亚，货舱里既装着“中国优品”，又
装着“全球好物”，更承载着中原人民“买全
球、卖全球”的开放梦想。

新班列驶出新速度
不靠海、不沿边，但既“连天”，又“接

地”“通海”。身处内陆，郑州不断书写出
“对外开放”的新传奇。

以“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为引领，近年
来，郑州围绕多港联动、多式联运，着力打
造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出海港“四张王
牌”，加快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
变，凸显“通道+产业”叠加效应，枢纽能级
不断跃升。

尽管郑州地处内陆，却有着一个与“大
海”相连的梦。

“你好，河南，我是你的出海口！”4月
10 日，山东港口集团在郑州召开了一场
深化豫鲁物流大通道合作座谈交流会。
这场只有数十人参与的交流会，含金量
却很高。打造豫鲁日韩国际精品物流通
道、建设内陆集装箱堆场、打造中国北方
生活消费品中原（郑州）分拨中心等重大
项目的合作，将进一步实现郑州“通江达
海”的目标。 （下转六版）

货畅其流 看郑州与世界“你来我往”
本报记者 成燕 张倩 孙婷婷 文/图

中老铁路（郑州—万象南）国际货运列车正在装车

郑州入围2025长红
城市榜 30 强榜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4月 22日，在新京报主办的“直
面关税战，锻造经济韧性——2025新京智库春季论坛”上，新京
智库发布“新京报网红城市潜力报告（2025）”及“新京报长红城
市榜 30强（2025）”。郑州首次入围“新京报长红城市榜 30强
（2025）”榜单，位列第13名。

从该榜单来看，进入前 10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重庆、上
海 、哈尔滨、西安、成都、广州、天津、南京和沈阳。此次共有 8
个城市首次进入该榜单，分别是郑州、大连、厦门、泉州、昆明、石
家庄、兰州、邯郸。

蓬勃的消费活力彰显出郑州作为“长红城市”的独特魅力。
据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郑州国际机场全年完成
货 邮 吞 吐 量 82.51 万 吨 ，比 上 年 增 长 35.8% ；旅 客 吞 吐 量
2851.09万人次，增长12.4%。2024年，郑州市共接待国内旅游
人数 16962.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4.2%；全市实现国内旅游总
收入 2039.8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据市商务局统计，目前，
全市拥有大型商圈 10个、省级品牌消费集聚区 22个、2000平
方米以上商超 215个、10万平方米以上商业综合体 14个，吸引
省内外消费者纷至沓来，形成强大的消费辐射带动能力。

据悉，今年，郑州市将全力推进商业设施重塑升级，将金融
岛、海汇港二期、阜民里、亳都·新象等纳入特色商业街建设；推
动银泰商业中心、山姆会员店、京东超级体验店等项目建设；探
索建设首发经济集聚区，吸引区域首店、旗舰店入驻，开展首秀、
首演、首映、首展。同时推动会展设施和高品质酒店建设，加快
中原国际会展中心等场馆建设，进一步提升郑州的城市品牌美
誉度和影响力。

与地球来一场“亲密对话”
第56个世界地球日河南主场活动在郑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4月 22日，郑州龙子湖畔，以“珍爱地
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第 56个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
河南主场启动仪式举行。伴着绿水春风，以56名大学生为代表
的参与者与地球来了一场“亲密对话”。

活动由省自然资源厅、共青团河南省委、省教育厅主办。活
动现场，固始县红花村小学的56名学生通过视频表达了绿色梦
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56名青年学子发表生态保护倡议，
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呼吁莘莘学子扛起绿色发展的旗帜，
用实际行动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每年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活动的意义在于唤起人类爱护
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据了解，河南省已将省自然资源综合保障中心建设部署的“天
眼”系统先行用在耕地保护、露天矿山监管等方面。

此外，记者了解到，郑州市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空间优
势等，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完成了京津冀重点区域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治理面积共计 317.26 公顷，其中恢复林
地面积 105.87 公顷，草地面积 58.78 公顷，耕地面积 98.2 公
顷，其他地类面积 54.41 公顷，种植各类树木 10 万余株。同
时，积极推进河南秦岭东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正在实施的 7 个单位工程已全部开工并产出
实际绩效，累计完成修复面积 1875.4 公顷，已支付资金 2.36
亿元。此外，郑州持续推动高质量保障黄河安澜、推进黄河
流域国家重大保护修复工程、高标准开展全市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修复。

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迎国赛展风采”系列活动在郑启动

一家职业院校学生现场展示制作的非遗“扭扭棒”工艺品

“明确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军胜
利法宝。”

2024年 6月 17日至 19日，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在陕西延安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
统总结新时代政治建军历史性成
就，将军政军民团结作为新时代政

治建军方略“十个明确”之一。6月
17 日下午 3时许，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军委一班人和各部门各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瞻仰王家坪革命旧址。途
经“桃林广场”，习近平总书记了解
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开展双拥运动的
情况，同大家共同回味当年充满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战斗生活。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见证

了双拥运动 82 年的发展历程。一
路走来，党领导下的双拥工作在战
火中诞生、在奋斗中前行，军民同
心、并肩战斗、团结奋进，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如今，迈上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征程，军政军
民团结仍然是我们力量源泉所在。

（下转三版）

谱写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篇章
——新时代双拥工作综述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李秉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