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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是对中原崛起的厚爱，是对郑州发展的厚
望，更是对郑州高新区的肯定和期望。

区域发展千帆竞发，政策资源的竞争更
是百舸争流。郑州高新区靠什么入选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

“‘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优势，‘双创’资
源聚集的优势，上市企业聚集和金融服务优
势。这‘三大优势’，是入选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基础。”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赵书贤一语中的。

高校院所云集，智力高地隆起。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是科技园区的根源和灵魂，是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智力源和思想库，更是推
动区域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国际最具代表

性的“硅谷”和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中关村”的
快速崛起，无不证明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
创新创业中的意义和作用。郑州高新区之所
以成为创新创业的高地、高新技术产业的集
中区，并顺利入选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原因之一就是区内聚集了全省最知名的
高等院校、最具实力的科研院所。区内集聚
了全省 22%的科教资源，不仅有“军中清华”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唯一的国家“211
工程”高校郑州大学，还有中铁隧道“盾构及
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5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郑州机械所高端装备与信息产业技
术研究院、郑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2个产
业技术研究院，8个国家级工程中心，8个部
属研究院和 495家市级以上研发机构，与解

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共建的郑州信大先进技术
研究院已挂牌成立。

高新企业聚集，马太效应凸显。“全省每
五个高新技术企业中，必有一个在高新区。”
区内形成了以研发、生产、交易、服务等为特
色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是河南省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形成了“一区多园”
的发展格局，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郑州软
件园、郑州电子电器产业园、河南省电子商务
产业园、郑州 IT产业园、中原广告产业园等
专业园区竞相发展，其中年营业收入超百亿
和超50亿园区各2个。

创新驱动发展，领先源于早行。为了破
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瓶颈，高新区
从 2007 年起在全省率先启动当时鲜有人知

的“新三板”工作，2014年首批12家在新三板
挂牌的河南企业全部来自高新区。目前，全
区共有 11家上市公司，占全省的 1/10；新三
板挂牌企业58家，约占全省1/3，新三板企业
数位居全国高新区第四。

实力提升地位，发展铸就辉煌。“十二五”
以来，高新区紧紧围绕打造北斗云谷·千亿科
技城和郑州都市区创新驱动战略主引擎的总
目标，强力推进千亿科技城建设。2015年，全
年完成GDP220亿元，增长 10%；实现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 28.9亿元，增长 13.5%；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319亿元，增长20%。在2015年科技
部发布的全国146家高新区中综合排名由第
18位提升至第16位，高新区孵化培育能力评
估中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高层次载体。3月30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确定设立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省会郑州、为
郑州高新区拓展创新空间、提升创新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
也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担当。

按照国家规划和市委、市政府部署，我市将以郑州高新
区为核心区全面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即日
起，本报推出“来自郑州高新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核心区的发展报告”，全面展示郑州高新区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立体呈现郑州高新区创新发展的气势、态势和趋
势，真实记录郑州高新区示范和领跑全市创新驱动战略、为
中原更出彩点赞的担当和作为。

开栏的话：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习近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要加快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形成具
有较强带动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 ——谢伏瞻

高新区要担当起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引擎和示范带动的
责任，着力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载体，营造人才集聚、
创新创业的环境，加快千亿级科技城建设。 ——吴天君

“郑州高新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发展报告”之底蕴优势篇——

郑州高新区靠什么入选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本报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周 伟赵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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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的五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郑州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围绕“三大一
中”战略定位，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突出“三大主体”工作，坚持开放创新双驱动，主动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积极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可以说，十二五的五年，是全市上
下勇于担当奋力拼搏的五年，是省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五年，是郑
州民生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的五年，是在郑州发展史上浓墨重彩、必将留下痕迹的五年。

五年的发展和变化，生活其中的市民有切身的感受，参与建设的人们有鲜活的记录，专家和社会
各界也会有各自独到的观察、评价和建议。郑州报业集团所属《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手机报及
数十个“两微一端”等新媒体集群联合推出“我看十二五 郑州这五年”大型系列报道，我们把重要版面
留给普通市民，留给生产和建设一线的劳动者，留给为郑州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留给关心郑州、支
持郑州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倾听他们最真实、最动人的讲述，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话里话外感受他
们的喜悦和激动，感受郑州五年来的发展和变化。

系列报道之五十六五十六五 年担当 五 年实干 五 年巨变

网友看报道点赞大发展

互动互动··热帖热帖

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处置，有效减少管理成本。5年时
间，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将城
市管理这个城市“保健医生”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十二五”期间，我市数字城管指挥体系日益完善。
截至目前，已基本实现“二级”指挥体系，处置终端也逐
步扩大，涵盖市直职能部门、各个专业部门和乡镇办事
处共计180多个处置终端。同时，数字城管指挥平台功
能逐步加强。特别是近两年来，对系统管理功能进行
强化，在数字城管系统平台中增设大厅案件统计、派遣
员岗位考核等9大功能模块，使指挥系统更加强大，考
核系统更加完善，派遣督办工作更加高效。2013年以
来，中心信息平台共接受数字城管案件1171473件，派
遣案件1171473件，派遣率100%；有效派遣案件1164829
件，有效派遣率99.43%；完成督查案件1144846件，督查
率100%。市容市貌日益优化，中心受理案件量同比下降
52.27%、督查案件量同比下降53.57%。

我们期待你的讲述、展示和
分享。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我们,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邮箱：zzrbszbb@163.com 电话：0371-96678

郑州晚报微信：zhengzhouwanbao

郑州晚报微博：http://weibo.com/zzwanbao

中原网：www.zynews.cn

（如果您对我们的报道有什么看法，也可以
通过上述方式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予以刊发）

讲述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裴其娟 文 丁友明 图

数字化城市管理，说起
来很“高大上”，其实，它就
在你我身边，就在一点一滴
的小事儿中。

比如说，街头的诱导
屏，实时显示道路的通行情
况。开车在路上，抬头看
看，这条路上哪一段不顺，
哪一段畅通，一目了然。驾
驶员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节省时间的同时，也避免了
再为道路“添堵”。

再比如，以前小区门口
占道摊贩非常多，上下班高
峰堵得车进不来、出不去，现
在已经基本不见了。后来了
解到，这也是数字化城管的

“功劳”。网格监督员在各自
辖区不停巡查，发现占道经
营等问题就通过手机及时拍
照、上报，交付相关职能部门
处置……希望郑州城市管理
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让市
民享受到更多福利。

数字化城管 就在你我身边
市民 潘全喜

数字化，具有精确、高效、
全时段和全方位优势，是城市
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和突破。

数字城管让城市管理无
死角。郑州把像道路、井盖、
路灯、果皮箱、停车场等城市
各种元素都纳入数字城管范
畴，同时将辖区划分为700多
个无缝拼接的责任网格，每个
网格内派驻 1~2 名数字城管
监督员。活跃在大街小巷的
1000多名监督员会及时利用
手中的移动执法终端“城管
通”拍摄、记录并发送到数字
城管受理平台。

数字城管为政府精准决
策提供参考。“十二五”期间，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心
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及重大活
动，开展了多项信息采集专项
普查，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翔实
的一手材料。2015 年以来，
先后完成了消防通道隐患、机
动车违章停靠、井盖缺失损
毁、路面塌陷隐患、烧烤摊点
情况、路灯缺亮等 13 项专项
普查工作，同时每周进行一次
扬尘治理普查，每天进行占道
经营普查，各专项普查结果均
形成报告上报市政府。

实时全面监控 市容市貌更靓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干部 田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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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为城市管理带来突破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心总工程师 魏垠

讲述

公共交通智能化 郑州有了大变化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郭建国

管理数字化 城市更靓丽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信息平台

作为一名从事智能交通
的“老公交人”，有幸见证了
郑州城市公共交通从人工调
度到智能化调度、从经验排
班到基于客流精准排班、从
纸质办公到数字化办公、从
粗放型管理到精细化管理的
数字化发展历程。

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
出行服务，郑州在客服热线、
门户网站等传统服务基础上，
增加了电子站牌、手机网站及
客户端、触摸屏查询机等多种

出行信息发布渠道，构建一个
一体化、全方位、多手段的城
市综合出行信息服务体系，让
市民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线路
站点、拥堵情况、换乘方案等
多方面的出行信息。

据了解，郑州还积极尝
试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新模
式，开通了定制公交班线，为
市民提供更多样的选择。相
信随着“十三五”交通规划出
台，未来郑州公共交通必将
更智能化、更方便。

@北斗星：郑州能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充分体现
了省会城市的软实力。通过创建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和投资环境，促进了城市品位的提升。

@铃儿响叮当：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从物质文
明到精神文明的庞大系统工程，如果物质文明搞好
了，精神文明搞好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减
少，生活质量就会提高。

@芝麻开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享城市美好
生活，是百姓的心愿。创建文明城市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郑州还要继续加油啊！

@毛毛：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自觉遵守基
本道德规范，培养文明意识，争做文明市民。

@长寿花：城市是市民的城市，文明是市民的
文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离不开市民的参与、支
持和认同。

@天空飘来六个字：建议
巩固好文明创建的成果，进一
步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

2013年，市数字化城市管
理指挥中心信息平台共接受数
字城管案件583568 件，

2014年309371件，2015

年278534件。
“十二五”期间，我市数字

化城市管理指挥系统涵盖范围
由三环扩大至四环，面积由成
立之初的320平方公里扩大

至目前的567
平方公里，管理
面 积 扩 大 了

77.2%。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保存一行对我市工业经济
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先后视察了富士康、宇通集
团和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走进
车间询问生产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发展、
新兴产业、产业转型情况。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郑州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5.7%，2015年达

10.2%，完成增加值 3312亿元，在全国 27
个省会城市中跃升至第 3 位，在 35 个大
中城市中跃升至第9位，成功跨入全国工
业经济发展第一方阵。

下一步，郑州市将打造国内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
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重
点开展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和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科技企业孵化体系、新型研发

组织、科技金融结合等方面的试点示范，
努力在中原腹地建成一块具有较强辐射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

王保存对郑州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成
就给予肯定。他建议做好企业的布局和
产业支撑，继续提升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实现郑州经济的跨越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红战、副主任
王广灿，副市长黄卿陪同调研。

郑州工业跨入全国第一方阵
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给予首肯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市
统计局获悉，2015年，以占全省4.4%的土
地面积和8.9%的人口，创造了全省近20%
的经济总量和近1/3的财政收入，对全省
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郑州经济增长继
续领跑，在全省的首位度也同步提升。

2015 年，我市主要经济指标表现优
异，占全省的比重稳步提高：完成生产总
值7315.2亿元，占全省的19.8%，比上年提
高 0.4个百分点；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942.9亿元，占全省的 31.3%，比

上年提高 0.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6288亿元，占全省的18%，比上年提高
0.5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完成 3552.1亿
元，占全省的77.2%，比上年提高4.8个百
分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完成 16936.3亿
元，占全省的35.6%，比上年提高2.9个百
分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2650.3亿元，占
全省的40.2%，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负责人分析，2015年，我市
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升的良好态
势，主要得益于近三年来新型城镇化的

强力推进，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现代产
业体系构建方面的持续努力。2015年，
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达11.4%，是自
2012年以来首次达到两位数增长，也是
2003 年以来三产增速首次超过二产增
速。2015 年，我市三次产业结构比达
2.1∶49.5∶48.4，三产比重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和增速的
大幅提高，使得我市经济增长的方式由
二产（工业）独轮支撑向二、三产业双轮
共同支撑转换。

经济增长继续领跑 贡献度进一步增强

郑州在全省首位度稳步提升

又是一年三月三，黄帝故里拜轩
辕。在黄帝文化、根亲文化、姓氏文化
浸润中成长的中原人，再次迎来了全球
炎黄胄裔，团聚大河之南、九州之央，寻
根问祖、祈福纳祥，同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

恢宏大气的《黄帝颂》还在心头萦
绕，寄托心愿的祈福牌还在随风摇曳
……作为一个声名日隆的黄金文化品
牌，今年拜祖大典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
响进一步扩大，更加显示了其巨大的影
响力、辐射力和凝聚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回首那束传
承血脉的熊熊圣火，盛况耐人回味，成
果让人欣喜。

始祖精神薪火传
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文化，黄帝文

化越来越成为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标识、
精神纽带、力量源泉。丙申年拜祖大典
更是吸引了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海外侨胞及各界社会团体、民间组
织、友好人士近万人共聚黄帝故里，恭
拜人文始祖。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回大典现场，
一个个归乡游子虔诚拜祖的场面让人
感动——

万众瞩目中，来自海峡对岸的台湾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台湾海峡
两岸民意交流基金会董事长饶颖奇
恭敬上香；

“天玄地黄，远古洪荒。蒙昧既启，
人类曙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
作为主拜人恭读《拜祖文》，这也是许嘉璐

先生第八次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感
情至深。

来自海内外 27位优秀炎黄子孙代
表，在祈福树上悬挂由个人签名的祈福
牌，并在由书法家钟海涛誊写的《拜祖
文》长卷上用印，表达对祖国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深深祈福。

参加过抗美援朝等战役的 87 岁
战斗英雄彭子明在搀扶下坚持来到
现场，他感慨：“和平和睦和谐提得
好！只有民族和睦，社会和谐，人民
才能安居乐业。”

安哥拉商务参赞卡斯帕通过翻译
了解拜祖大典的背景，对盛大的大典仪
式充满敬畏：“拜祖大典是我了解中原
文化的一个窗口。”

2006 年升格为省级主办以来，拜
祖大典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十一届，每年
举办一次的拜祖大典已镌刻上海内外
炎黄子孙的共同记忆：团结统一的中华
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下转二版）

寻根河之南 精神薪火传
——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综述

本报记者 李颖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省商务
厅公布第十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成果。据了解，本届投洽会
主会场共签约项目 392 个，总投资额
2897亿元。

据介绍，本次投洽会，改变了往年
集中签约模式，在主会场设立了签约
中心，共签约项目 392 个，总投资额
2897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213
个，投资额1387亿元；高成长服务业项
目 152个，投资额 1318亿元；现代农业
项目 27个，投资额 192亿元。同时，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自行组织签约
项目 89个，签约总额 375亿元。此外，

河南省城乡基础设施及住房建设项目
对接签约活动签约项目132个，总投资
额1294亿元。第二届河南国际友好城
市经贸合作洽谈会签约项目 38个，总
投资额168亿元。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签约的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带动能
力强的特点。在主会场签约项目中，
投资额 50 亿元以上的项目有 8 个，20
亿元以上的项目17个。

据了解，本次投洽会展览展示共
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进馆参观、采购，
累计交易额达 5.3亿元，创下历届投洽
会参观、交易最高纪录。

第十届河南国际投洽会主会场
签约项目392个揽金2897亿元

超10万人次参观展馆 商品销售5.3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