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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时代时代新新征程征程新新伟业伟业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统计局昨日发
布 4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4月份，全省
经济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工业保持较快
增长，投资、消费增速有所加快，主要指标增
速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坚定扛牢了经
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4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高于全国 1.9个
百分点。全省 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七成
行业生产保持增长。汽车、电子等产业持续
发挥带动作用。4月份，全省汽车及零部件
产 业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7.3%、13.0%，对全省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分别达到 10.7%、9.9%，分别拉动全省规
上工业增长 0.9、0.8 个百分点。1～4月，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高
于全国2.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1～4 月，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4%，比一季度
加快 1.0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
点。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明显。前 4个月
全省亿元及以上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增长
10.6%，比一季度加快 3.0 个百分点，拉动
全省投资增长 6.7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1～4 月全省工业投资
增长 26.6%，比一季度加快 4.7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14.9 个百分点，延续了自上年以
来的快速增长态势。设备更新投资持续
加力。随着政策效应的不断释放，前 4 个
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54.2%，
比一季度加快 7.9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活
力持续释放。1～4 月全省民间投资增长
9.7%，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
国 9.5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3.3 个

百分点。
消费需求持续释放。4 月全省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067.3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1%，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3.0 个百分点。在限额以上单位的 23 类
商品中，超八成商品零售保持增长。以
旧换新扩围提质持续显效。4 月全省限
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
智能设备、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
售额分别增长 140.4%、110.0%、42.6%，比
上月分别加快 39.9、17.4、3.6 个百分点，合
计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 3.1 个百分点。1～4 月，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9467.93 亿元、同比增长 7.2%，
比一季度加快 0.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快速

增长。4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13.5%；新能源汽车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4.5%、11.5%，
分别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6.5、3.5 个百分点。1～4月，全省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增长 24.6%，比一季度加快 7.9 个
百分点。新能源持续扩容。1～4月全省新
型能源发电量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比重
为 23.5%，比一季度、2024年全年分别提高
1.7、6.1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总的来看，
全省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展
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但也要清醒看到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下
一阶段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
期，持续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持续
向好。

4月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从申请到资金到位，不到 1个月的时
间。贷款额度从300万元提高至800万元，
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不只是融资环境的显
著改善，更是政策红利和信用价值对企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赋能。”郑州安杰莱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雪华告诉记者，这笔资金
就像“及时雨”一样，精准投入研发创新、产业
化发展和市场推广等关键环节，加速资源整
合，构建更完善的全链路商业体系。

得益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工作的开
展 ，目 前 郑 州 经 开 区 已 走 访 小 微 企 业
17683家，发现有融资意向企业 10054家，
已推荐申报企业 10005家。银行机构通过
申报系统向小微企业授信额度 244.6 亿
元。郑州经开区小微企业融资呈现“量增
面扩”发展趋势。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安杰莱是一家科技
型小微企业。该公司致力于脑外伤、脑血

管意外、脑性瘫痪等多科神经功能障碍患
者的精准个性化康复训练。截至目前，安
杰莱已获得 6个 NMPA医疗器械注册证，
其中 5款产品通过河南省创新医疗器械界
定，显示出强劲的研发创新能力。

“我们的产品满足肩、肘、腕、手、髋、
膝、踝等关节的康复训练需求，在全国 200
多个机构落地应用，目前正处在加大研发
创新和加速市场推广阶段，需要大量的资
金支持，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陈雪华坦言，
受限于初创期营业收入不高、抵押物不足
等原因，无法获得新增贷款，已有贷款利率
高、还款压力较大等一系列难题，给企业发
展带来了重重困难。

就在企业犯难的时候，郑州经开区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工作专班通过走访活动了
解了企业困境，并及时与其贷款银行中国
银行郑州经开区分行密切沟通，制定符合

企业发展特点的贷款方案，成功帮助安杰
莱将贷款额度从 300 万元提高至 800 万
元。“积极落实郑州经开区融资协调工作机
制要求，以金融赋能小微企业‘跑起来、跑
得稳、跑得快’。”中国银行郑州经开区分
行普惠部负责人丁一说。

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创新发展科副科长
李鹏涛告诉记者，受益于经开区融资协调
机制工作的不止安杰莱一家，还有很多合
规持续经营、有固定经营场所、经营状况良
好，且有真实的融资需求、贷款用途合规的
小微企业，通过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
作机制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据了解，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工作开展
以来，经开区迅速召开专题会议动员部署，
经开区建立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出台《经开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
工作机制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千企万户

大走访”活动，从供需两端发力，做好融资
需求申报清单、小微企业推荐清单和银行
系统授信清单“三张清单”，为银企双方搭
建沟通桥梁，实现融资需求精准对接。

同时，各大银行也纷纷推出专项贷款
产品，并安排业务经理深入企业一线，提供
个性化融资方案，主动上门服务企业，真正
做到“一企一策”，提升小微企业融资便捷
性，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截至目前，已联合辖区内 18家银行机
构，组织开展“政银企”专题对接活动 12场
次，走访规上企业、小微企业、个体户等市
场主体 17683 家，发现有融资意向企业
10054家，推荐企业 10005家，授信企业数
量 9405 家。辖区各个银行机构通过申报
系统向小微企业授信额度244.6亿元，发放
贷款 158.8 亿元，有效打通融资堵点，全力
以赴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郑州经开区：

送来“及时雨”助企快发展
本报记者 王译博 董茜

机器人“操作员”持续进化

当机械臂能“思考”，会带来怎样的改
变？走进中国一拖总装线涂装间，生产一
线给出答案。

车间内，拖拉机底盘喷漆作业正在进
行，机械臂灵动转向，漆膜厚度误差被控制
在毫米级。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融入智能
技术的机械臂，可以自动生成喷涂路径，并
根据现场温湿度调整相关参数。“工业机器
人已经能够感知生产环境的变化，并实现
智能工艺的自适应。”

更智慧、更灵活——这是当下工厂里
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写照。

记者近日在汽车、电子、纺织等行业
调研发现，通过 AI 赋能，工业机器人增
加了感知、理解任务等功能，提高了动作
灵活性，正从传统的自动化机械装置向
具身智能加速进阶。

实现“手眼协同”。在山东邹城珞石
智能制造产业园，一台搭载力觉与视觉
传感器的协作机器人正精准演示电脑
USB 接口装配。机械臂如同被赋予人类
触觉与视觉，在插接过程中实时感知接
触力，动态调整角度与力度。珞石机器
人首席执行官庹华说，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增强机器人的感知决策能力，这款机
器人可胜任微米级精密装配。

国投招商先进制造产业研究院资深研
究员宋洪军说，融合了多模态交互技术的
工业机器人可通过语音、手势、表情等多种
方式获取信息，和以往接收单一指令相比，
其能够更准确理解人的意图，能应用到更
加复杂的工厂生产场景。

解锁更多技能。工业机器人完成不
同工序，需要相应的工艺包提供“经验
值”。近年来，机器人走进生产线，国内机
器人厂商分别聚焦码垛、喷涂、焊接等不
同工种推出相应工艺包，与此同时，关于
多种本领兼容的“通用机器人”研发也在
加快。

“我们正在开发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
底座，支撑不同工业场景在此基础上开发
各类工艺包。”埃夫特智能装备董事长游玮
说，将来工业机器人不仅可以参照“一部手
机加载不同APP”模式，解决各个行业“通
用＋个性”的需求，还会根据市场变化更灵
活、柔性进行生产调整。

生产线被“数”赋能

工厂的智能化，有机器人的“晋级”，还
有生产线上的焕新。

在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
厂，线下的实体生产线和云端的“虚拟工
厂”有机结合。

洛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
莹介绍，该工厂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
展示设备运行信息、产品加工节拍等关键
性生产数据，并与企业的生产执行系统衔
接，获得生产、库存和市场订单等相关数
据，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智能化的运
营管理。

如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
工业生产线上形成多维度赋能格局，正在打开工业生产的想
象空间。

看研发设计，中国船舶推动生成式设计与船舶自主工业
软件相结合，快速模拟数万种方案，新船设计周期压缩约
40％。

看排程生产 ，重庆美的通用水机工厂利用超级计算机下
发零部件关键参数、图纸等信息，进行智能排产，大幅降低材
料损耗和原材料库存，运营成本降低15％。

看工厂维护，东方电气集团研发的国内首个聚焦重大能
源装备的行业垂直大模型——“东方智源”，能精准生成运维
建议，为用户开出“数字化处方”……

截至 3 月底，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为
83.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为 66.2％。越来越多的生产线正
有“数”可依，被“数”赋能。

超级工厂加速涌现

未来工厂什么样子？从各地的实践案例中可一探究竟。
——更智能。在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最快每53秒就

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高效率得益于工厂集成人
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技术，先进的工艺流程设计技术，质量
管理、物流运输的智能化解决方案等。

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是智能工厂建设的基础。工业和信息
化部近期印发的《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年版）》
进一步突出了人工智能新技术在典型场景中的融合应用，加
强对企业智能化升级的引领。

——更柔性。位于武汉的攀升科技智能工厂，多条高性
能电脑柔性化定制生产线高效运转，顾客在网上下单，工厂基
本 24小时内发货，满足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业内人士认
为，柔性制造能适应市场变化，也是加强产业链韧性的具体体
现，未来将进一步成为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更绿色。施耐德电气无锡工厂内，绿色化无处不在：
结合人工智能遗传算法优化工艺参数，使单台设备能耗降低
25％；暖通空调的AI动态调控系统，实现单位产品组用水量
下降56％……当技术遇到绿色转型的时代命题，工厂实现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重跃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谢少锋表示，下一步将推动
数字技术全方位全链条融合赋能，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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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取得
初步成效。全国已建成3万余家基
础级智能工厂、1200余家先进级智
能工厂、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这是中国工厂的新变化：机械
臂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自动调整工作
参数；将大量传感器置于生产线，每
道工序可由“数字大脑”精准控制；
依托工业大模型，一个生产环节可
以联动整条供应链……

业内人士认为，人工智能与机
器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
塑生产逻辑。伴随着更高效、更智
能的“超级工厂”涌现，制造业加速
步入“智造时代”。

中国国际数字出版
博览会8月在郑举办
本报讯（记者 苏瑜）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

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 2025年 8
月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此次盛会以“数实
相融 智赢未来”为主题，将通过展览展示、专题活动以
及系列现场活动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

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原名中国数字出版博
览会)，是中国唯一以推动数字出版和数字内容产业发
展为宗旨的高水平、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产业博览
会。自2005年在北京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年
会、十四届展会，成为全国数字出版领域的知名盛会，
见证了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本届博览会旨在为国内外出版集团、出版社、数
字出版企业、新媒体单位搭建数字出版全产业链的
国际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届时各方将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数字出版领域的前沿趋势与发展机遇，共
绘产业发展新蓝图，为推动我省数字出版产业迈向
新高度注入强大动力。

我市农业专家对小麦
高产示范区进行测产
本报讯（记者 赵冬 通讯员 苏琳）为评估今年小麦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近日，郑州市粮油专家组第一
组来到分包县市新郑市开展小麦高产示范区理论测
产工作。

新郑市小麦高产示范区主要分布在城关乡、新村
镇 2个乡镇的 9个行政村，共 2万亩。专家组联合新
郑市农技人员，分别对城关乡小占庄村、高皮匠村、
官刘庄村，新村镇水泉村、孙庄村、王毕庄村等 6个行
政村的 26个样点，进行了抽样测产。测产参照《农业
农村部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中的小麦理论
测产方法，主要调查抽样地块的亩穗数、穗粒数等产
量指标，千粒重暂按照品种审定数据。经初步测产，
新郑市小麦高产示范区小麦平均亩穗数 39.55 万穗，
穗粒数 38.22粒，千粒重 42克，按照 85折后计算平均
单产 539.6 公斤，较新郑市全市平均单产 432.73 公
斤，增产 106.87公斤，增产 24.7%。

据了解，今年以来，郑州市扎实开展小麦单产提
升行动，以高标准农田建成区为核心，择优选择集
中连片、设施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的地块，在
全市 6 个县市建设 10 万亩小麦高产示范区。各级
农技人员在示范区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等关
键时期，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及时发现和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狠抓关键措施落实，确保
技术人员到户、技术要领到田，提高技术的覆盖率
和到位率。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 实习
生赵奕萱 文/图）关注酒店用品及餐饮
业发展的市民，趁周末可到会展中心
逛逛。5月 22日，为期 3天的 2025第
二十四届郑州欧亚酒店用品与餐饮业
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
届展会吸引全国 2000余家优质品牌
携数千款创新产品与明星爆款登场。

据了解，博览会吸引众多行业知名
头部品牌参与，亿莱特、亿昂、伽美酒店
用品、荣威厨具、海鸥电器、苏美达厨
业、格润烧烤设备、上海钧信、顺源陶瓷
等众多名企纷纷亮相。展会现场，大批

专业观众纷纷驻足参观咨询，展开深度
洽谈交流，气氛热烈，众多意向客户当
场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约成交。

据悉，本届博览会新产品占比重突
破新高，2000 余家参展品牌为批发
商、代理商、贸易商、加工商、行业协会
等业内人士带来厨房设备、团餐中央
厨房解决方案、桌面餐具、餐饮食材及
包装、酒店工程设计、智能控制系统到
布草纺织品、客房用品、洗涤清洁设备
及用品、烘焙器材到酒店家具等酒店
与餐饮全产业链条产品，让买家看到
不少前沿“新”产品。博览会聚焦酒店

与餐饮全产业链，集中呈现十二大核
心品类的前沿成果与创新产品：从厨
房设备、团餐中央厨房解决方案到桌
面餐具、餐饮食材及包装；从酒店工程
设计、智能控制系统到布草纺织品、客
房用品；从洗涤清洁设备及用品、烘焙
器材到酒店家具，基本覆盖了酒店与
餐饮全场景。博览会还为爆品、优品、
新品特设厨房与餐饮设备用品、清洁
设备及用品、客房及大堂用品、酒店餐
饮定制家具、旅游民宿用品、桌面用品及
五金餐具、温泉泳池沐浴SPA七大展
区，让观众沉浸式观展。

周末来逛逛这场酒店用品与餐饮业博览会吧!

以旧换新成效持续显现

家电类商品零售额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 谢

希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 22 日
介绍，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4 月，家
电类商品零售额连续 8个月保持两位
数增长。4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 38.8％，在 16 大类消费品增速中
位列第一。

何咏前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商务部
会同相关部门扩围提质家电以旧换新
政策，成效持续显现。从商务部家电以
旧换新信息系统数据来看，1至 4月，有
超过 3400万名消费者参加了家电产品
以旧换新，累计购买 12类家电产品超
过5100万台，带动销售1745亿元。

她还介绍，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
1至4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电和音像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达 3469 亿元，同比增长
23.9％，超出同期社零增速 19.2个百分
点。从第三方市场机构数据来看，1至4
月，重点城市家电销售中，净水器、油烟
机、燃气灶、洗碗机线下销售额增速分别
为45.3％、42.0％、40.4％、25.0％。从供
销合作总社家电拆解企业数据来看，1至
4月，规范拆解各类废旧家电超过700万
台，同比增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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