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摸清二、三产业家底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二产和三产活动

的法人单位 56.6万个，比 2018 年末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增加18.1万个，增长46.9%；

产业活动单位 59.9万个，比 2018 年末增

加18.6万个，增长45.1%；

个体经营户 78.3万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28.4万个，增长57.0%。

●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壮大

2023 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

业法人单位 6.0万个，从业人员 58.7万人，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8680.6亿元。

●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878个，从事战

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76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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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地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藏族人民
的优秀儿子，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热地同志
的遗体，1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
墓火化。

热地同志因病于 2025年 6月 6
日2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热地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
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
式对热地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热地同志”，横幅下方是热地同志的
遗像。热地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
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

共产党党旗。
上 午 9 时 30 分 许 ，习 近 平 、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热地
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热地同
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热地同志亲
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热地同
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

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动真碰硬一严到底
坚决打好打赢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本报讯（记者 孙亚文）6月 12日，市委

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学习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题党课举行，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河南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省委
会议部署，对违规吃喝问题再敲警钟、再严
禁令，重拳出击、加压整治，着力推动学习
教育入心见行、走深走实，推动全市党员干
部作风新转变。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
出席并讲话。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路云通报近
期查处的违规吃喝典型案例。市委秘书长
虎强主持会议。市委组织部长李党生传达
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

市领导周富强、黄卿、陈明、宋建国
出席。

安伟立足当前、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深刻阐释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
大意义。他指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是全
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策和治本之举，狠抓
违规吃喝问题整治是践行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的必然要求，是弘扬艰苦朴素求真务
实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迫切

需要，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强大作风保障。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
感、时代使命感、工作紧迫感，持续敲响纠
治违规吃喝问题“严、真严、非常严”的警
钟，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破
除特权思想、杜绝特权行为，真心实意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事，与群众团结在一起、奋
斗在一起，一以贯之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地落实。

安伟强调，要深入开展一体推进学查
改系列专项行动。坚持学与查结合、查与
改贯通，进一步提升学习教育质效；聚焦
重点、直击关键，务实抓好各个专项行动；

坚持系统集成、统筹推进，驰而不息纠“四
风”、树新风，不断提升作风建设整体效
能。要坚持铁心、铁面、铁腕纠治违规吃
喝顽瘴痼疾，动真碰硬、一严到底，聚焦重
点、从快从严、深挖彻查，以案促改、完善
制度、常态长效，坚决拧紧链条、压实责任
打好打赢这场硬仗。全市党员干部要争
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优良作风的传承
者、担当作为的实干家、清正廉洁的好干
部，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高质量发展、
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会上，经开区、惠济区、新密市作表态
发言。

进出口额3430亿元

前5个月我省外贸规模
创 历 年 同 期 新 高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刘远方）郑州海关昨日发布信

息，今年前 5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 3430亿元，同比增长 27%，高
于同期全国增速24.5个百分点，同比增加728.7亿元，外贸规模创
历年同期新高，外贸增速居全国第 3位、中部第 1位。其中，出口
2343 亿元，增长 43.1%；进口 1087 亿元，增长 2.2%；贸易顺差
1256亿元，扩大118.9%。

5月当月，我省外贸进出口672.3亿元，增长17.5%，高于同期
全国增速14.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63.5亿元，增长39.2%。

前5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呈现以下特点：
近六成以加工贸易、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前 5个月，我省

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1524.7亿元，增长 20.5%，占全省外贸总
值的 44.5%。同期，加工贸易、保税物流二者合计进出口 1891.3
亿元，增长32.7%，占55.1%，增加2.4个百分点。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超 1.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
速最快。前5个月，我省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达1.11万
家，同比增加1142家，主要为郑州、洛阳、新乡市活跃企业增加拉
动。其中，进出口值 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453家，同比增加 44
家，合计进出口值占全省外贸的 86.4%。值得关注的是，前 5 个
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2510.6亿元，增长 23%，占全省外贸总值
的73.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712.6亿元，增长74.5%。

东盟继续保持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对欧盟、日本进出
口快速增长。前 5 个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 448.3 亿元，增长
6.6%；对欧盟进出口432.2亿元，增长23.2%；对日本进出口234.7
亿元，增长 162.9%。同期，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640.8 亿元，增长 16.6%；对 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1030.3 亿
元，增长30.1%。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增速较快，占比六成以上。前 5个
月，我省出口机电产品1503.1亿元，增长66.6%，占全省出口值的
64.2%；其中，出口汽车 204.1亿元。进口方面，机电产品、农产品
是进口增长主要拉动力量。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历时两
年、经过全市 1.1万余名普查人员共
同努力，郑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
利完成数据采集、审核、评估、验收等
工作，普查结果昨日正式公布。数据
显示，5年来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吸纳更多从业
人员；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营业
收入稳步增长，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
展壮大，高质量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法人单位数量增长46.9%

从 2023年 4月开始的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是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
调查。此次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市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

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市
共有从事二产和三产活动的法人单

位 56.6 万个，比 2018年末第四次全

国 经 济 普 查 增 加 18.1 万 个 ，增 长

46.9%；产业活动单位 59.9 万个，增

加18.6万个，增长45.1%。个体经营

户 78.3 万个，增加 28.4 万个，增长

57.0%。

按行业分，二产和三产法人单位

数量位居前三的行业分别为：批发和

零售业 20.8 万个，占 36.8%；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8.7万个，占 15.4%；建筑

业5.6万个，占9.9%。

按区域分，二产和三产法人单位

数量在城区内位居前三的分别是：金

水区 13.3 万个，占全市 23.4%；郑东

新区 8.4 万个，占 14.8%；二七区 4.7

万个，占 8.2%。二产和三产法人单

位数量在县域内位居前三的分别是：

新郑市 3.3 万个，占全市 5.9%；荥阳

市 2.3万个，占全市 4.1%；巩义市 2.0

万个，占全市3.5%。

三产就业主力军地位凸显

数据显示，三次产业中，第三产
业吸纳就业主力军地位日益凸显。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612.5 万
人，比 2018年末增加 113.8 万人，增
长 22.8%，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227.9
万人。二产从业人员 184.8万人，减
少 6.2 万人，下降 3.2%；三产从业人
员 427.7万人，增加 120.0万人，增长
39%。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159.8
万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82.6万人。

按行业分，二三产从业人员位居
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
104.2万人，占 17.0%；建筑业88.9万
人，占 14.5%；制造业 78.6 万人，占
12.8%。 （下转二版）

郑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公布

我市高质量发展成果丰硕

郑州市投信用债发行
实 现“零 的 突 破”

认购火爆“首秀”即斩获较高市场认可度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近日，郑州市市场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成功发行 2025 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这标志着

“郑州市投”资本市场信用债发行实现“零的突破”，同时也是郑州
国企积极落实国企改革深化行动的最新实践。

据了解，本次发行由民生银行担任主承销商，募集总规模 10
亿元，期限分别为 5年（3+2）和 5年，主体评级AA+，票面利率分
别为2.67%和 3.12%，市场认购火爆，首次公开市场亮相即斩获较
高的市场认可度。

从发行模式看，本次PPN采用市场化定价机制，3+2年期与5
年期双期限设计精准匹配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其中，3+2年期
票面利率 2.67%，创下近期同评级、同期限信用债首次发行利率
的较低水平，充分体现了市场对郑州市投主体信用及运营实力的
高度认可；5年期票面利率3.12%同样具备竞争力，更印证了投资
者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值得关注的是，这已是该企业 2025年内第二次登陆资本市
场：今年 3月，该企业成功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实
现资产证券化融资突破。

据悉，此次信用债发行募集的资金，将重点用于存量融资结
构调整及资产运营能效提升。通过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财务成本，
将进一步释放资源投入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持续完善消费
场景、供应链条，助力郑州消费市场活力释放。

河南印发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以郑州都市圈城市等为重点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讯（记者 袁帅）未来三年，我省的老旧小区、街道巷子将
迎来大变样，你的家门口可能变成网红打卡地。6月 12日，记者
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印发《河南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
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着力打造“颜值”与“内涵”
并存的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今年全省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459个

《行动计划》明确，坚持问题导向、体检先行，“先体检后更新、
无体检不更新”，用好城市体检成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坚
持突出重点、有序推进，以“一主两副”城市（郑州、洛阳、南阳市）
和郑州都市圈城市为重点，各地根据自身实际，以历史耐心、绣花
功夫有序推进。

2025年，“一主两副”城市建设20个左右完整社区，郑州都市
圈其他城市分别建设 2个完整社区；全省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459个，新建、改造雨水管网1200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30万
吨/日。到 2027年，“一主两副”城市和郑州都市圈城市一半以上
社区建成完整社区，其他城市建设一批完整社区，城市安全韧性
持续增强。

基本完成2001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行动计划》要求，郑州、洛阳、鹤壁市持续推进国家完整社区
试点建设。各地要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
施、公共活动场地等，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
社区，完成目标任务。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成区全域建设完
整社区。 （下转二版）

黄河郑州段近160公里，共有堤防71公里，河道工程24处。当前，距离黄河进入主汛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为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郑州黄河一线巡查人员增加了巡河频次。无人机观测河面、巡堤巡坝查险、河
势工情巡查、水位观测……他们每天数次沿河巡查，密切关注、实时掌握黄河各项情况，人力巡查与科技手段的
紧密配合，为黄河防汛筑起了一道更加坚实的屏障，尽心尽力守护黄河安澜。图为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飞到黄
河河道上空，以此观测巡查情况。 本报记者 李宇航徐宗福 摄影报道

林山寨街道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

用“绣花功夫”
织就民生暖心图

本报记者 孙志刚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们善做‘一根针’引好
‘千条线’。”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嵘谈到基
层治理，道出“治理如绣花，功夫在细处”的感悟。也正
是以党建引领为“针”，机制创新为“线”，穿起基层治理
的千头万绪。通过“睦林、活力、平安”三格融合，构建起

“一网统管、多元共治”的精细化治理体系。
林山寨街道以“睦林网格”聚力、“活力网格”赋能、“平

安网格”托底，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走深走实。
“睦林网格”依托 11个社区党组织，引领 232家驻

区单位、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等多元力量入网入格，
提升网格“一格管全面”的能力和水平。“活力网格”引入
AI助手“原格格”实现诉求秒级响应，“平安网格”运用
智能监控预判风险，让科技成为“绣花针”上的“金线”。

“治理不是大刀阔斧，而是细针密缕。”李嵘说。也正是
这一理念推动林山寨街道从“粗放管理”迈向“精准绣
花”，让每个网格成为治理的“针脚”，织密党群关系网。

绣出“心理共情线”，织就心灵港湾。光合花园社区
党总支书记贺芳面对新旧融合社区青少年心理问题频
发的痛点，创新“网格+心理服务”模式，引入专业力量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打造心理健康服务标杆，组建52名
持证心理咨询师队伍，配备专业功能室、服务热线及线
上工作群，填补基层心理服务空白。 （下转二版）

数“读”郑州高质量发展
（2019~2023）

全力以赴 未雨绸缪

筑牢黄河防汛“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