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初心
自创区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郑州高新区是 1988年启动筹建的河南省
第一个开发区，1991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
家高新区，2016年获批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郑州片区核心区。

经过30余年耕耘培育，郑州高新区积累了
“高端创新资源富聚、创新孵化培育体系完备、
知识产权优势突出、上市挂牌助推服务体系完
备”四大优势。

科教资源富聚，拥有信息工程大学、郑州大
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4所一本高
校；创新创业活跃，拥有各类市场主体5.3万家，
是中国中部颇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高地。

自创区获批以来，按照省市要求，高新区联
合国内4家顶级专业咨询机构，共同谋划实施了
管理体制和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搭建“两级两类
四板块”组织架构，由市政府层面出台了《郑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走好“赋权—改制
—考核—激励”四步棋，构建了新的体制机制。

担负着“政策先行先试”使命任务，金梧桐政策
体系正在完备：除网安、北斗、传感器支持政策，科技
创新专业服务券、瞪羚、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中小
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高成长企业奖励、新
型产业用地M0……频频出招，强化政策链。

以人民为中心
念好“六字诀”双战双赢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按下“暂停键”，当3
月初的天健湖畔垂柳绽芽、海棠含苞，复工
复产奏响了最强音：响应郑州市的“三送一
强”政策，高新区推出“强信心、争取政策、争
取要素、争取发展”的“一强三争取”；把握好

“控保稳进抬扛”六字要求，以人民为中心，
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努力推动疫情防
控、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取得更好成效：

“控”，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高新区
在抗疫一线成立 161 个临时党支部，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守护群众健康安全；

“保”，应急转贷周转资金为实体经济
注入金融“活水”，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
主体，截至 6月 30日，申请应急转贷周转
资金的企业有81家，共授信1.5亿；

“稳”，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抗疫八
条；为 2019第一批 1786家优秀企业政策
兑现资金 3.2亿元，减轻企业受疫情影响，
尽快恢复经济秩序；

“进”，见屏如面，诚意在线，构建全方位、
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围绕四大主导产
业，2019年以来签约数增长率45%；

“抬”，2020 第二批集中开工 17个项
目，总投资 76.6 亿元，使郑州西美的龙头
高高“抬”起来；

“扛”，扛稳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的政治责任，雪莲变电站建设等棘手的群
众揪心事、烦心事一一化解。

美丽经济和美丽生活不可或缺。“夜
经济”重启后，“西美高新·高新夜巷”成为
消费新地标，集文创市集、美食摊位、乐队
表演、舞蹈演出、电影播放、星空读书为一
体的高新夜巷，有着区别于传统夜市的别
样腔调，深受年轻人喜爱，夜市上的后备
厢集市更是全国第一家，一则后备厢集市
的短视频在抖音上点击量超过 3000 万。
高新区联合商家投入共计 3100 万消费
券＋福袋，促经济回暖。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帆起。
高新区将不负重托，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中原实现更加出彩的进程中担当高
新责任、奉献高新智慧、做出高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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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由郑州高新区本土培
育、致力打造“虚拟仿真培训教育第
一股”的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将在深交所敲响上市钟声，至此，
迎来本土培育的第15家上市公司，
也是继2019年10月天迈科技上市
后，高新区百企上市三年计划再下
一城。

不久前，高新区企业千味央厨
IPO材料获证监会受理，A股或将迎
来首家餐饮供应链企业。接二连三，
打破多年沉寂，活跃度、话题度倍增，
这片深耕厚植30余年的高新技术产
业高地正呈现出一往无前的高质量
发展态势。

在接受采访时，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王新亭表示，市委市
政府对高新区的发展高度重视，十分
关心，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多
次到高新区调研指导工作，并多次出
席由高新区发起、牵头的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活动，对高新区的发展提出
了明确要求，给予了具体指导，高新
区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的重
托。高新区将继续贯彻落实市委十
一届十次全会、十一次全会精神和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多次调
研指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国家高新
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功
能定位、国家自创区“创新体制机
制、政策先行先试”两大使命和
2025年基本建成千亿级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的奋斗目标，明晰“聚焦
智慧产业、建设智慧社会”的主攻方
向，围绕产业链、布局科创链、完善
金融链、强化政策链，建设更加宜创
宜业宜居的智美新城，当好郑州西
美新布局增长极、发动机，更好肩负
起带动郑州西部区域发展美丽经
济、建设美丽城市、打造美丽生活的
龙头责任；勇当以传感器为重点的
物联网、精密测量为重点的北斗应
用、网络安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超
硬材料为重点的新材料等领域全国
排头兵、领头羊。

工匠精神

科技之魅

数字大脑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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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持续赋能

智慧引领好扬帆智慧引领好扬帆乘云直上奔新天乘云直上奔新天
打造西部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发动机打造西部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发动机

西美·高新区

强聚焦 高新智慧领跑郑州“西美”

围绕“美”起来著文章：以高质量发
展制造业、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高品质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等系列“三年行动计
划”为工作抓手，高新区对发展战略进行
再审视、再深化、再提升。

坚定科创初心和西美格局，把“双
改”作为建设美丽城市、打造美丽生活、
集聚科创要素、发展高新产业的根本性
工作和关键性举措，以“三项工程、一项
管理”为抓手，确定了“五纵四横”城市
道路、十四个老旧小区、沟赵双桥两个
办事处城乡接合部三项综合改造工程，
全域可视化为牵引的智慧城市运营和
全域片区化为基底的块抓条保机制正
在持续推进。

高质量发展制造业与高水平扩大对
外开放同频共振：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项目签约，紫光股份将十年累计投
入 100亿元在高新区建设紫光智慧计算
终端全球总部；

年产 100万台自主安全整机的中国

长城（郑州）自主创新基地在高新区启动
建设，同时，其过渡生产线生产的国内第
一款全国产化自主安全长城商用笔记本
电脑同步下线；郑州高新区以惊人的速
度改写着中国智慧计算终端产业版图，
逐步发展成为光—机—电—算全产业链
集聚区。

高质量发展亮点逐个数：创新科智
能制造基地项目、哈工大机器人智能装
备产业园项目、明峰医疗高端医疗生
产基地项目、启明星辰华中大数据总
部项目等产业项目在高新大地次第展
开；投资 90亿元的智能传感小镇、投资
30亿元赛微电子MEMS 6+8英寸生产
线……正在对接谋划。

来看一组“四个一批”培育：
创新引领性企业方面，创新型龙头

企业由 4 家增长到 14 家，占全省 14%，
全市 58.3%；新增 A 股上市企业 2 家，
累计 15 家，占全省的 16.8%，全市的
47%；高新技术企业由 272 家增长到

823 家 ，占 全 省 的 17.2% ，全 市 的
40.2%；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由 799 家
增长到 1399 家，占全省 16.5%，全市的
37.8%。值得一提的是，除 15 家上市
公司外，辖区培育了 75家新三板企业、
448家四板企业。

创新引领性机构方面，新型研发
机 构 由 3 家 增 长 到 14 家 ，占 全 市 的
50%，全省的 15.8%，浙江大学中原研
究院、中科院微电子所、苏州医工所相
继入驻。

创新引领性人才方面，仅驻区院士
就有 14人，“智汇郑州”高层次人才 102
人，成为“智美高新”建设智库；而创新引
领性平台方面，国家级研发机构由 17家
增长到 26 家，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 7
家，占全省的 43.7%；国家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6家，占全省的 70%；国家级孵化
载 体 由 6 家 增 长 到 22 家 ，占 全 省 的
14.4%，全市的 64.7%；即将落成的国家
超算郑州中心蓄势待发。

担使命 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之路

回眸 2019 年 11 月，那场名动天下
的第二届世界传感器大会上，8个国家地
区和 12 个国际组织，世界 500 强、中国
500强及传感行业知名企业 300多家汇
聚一堂，发布“郑州共识”，高新区作为发
起和承办者，迎来“高光时刻”。

在以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产业
方面，高新区集聚了一批龙头企业、隐
形冠军企业和 200 余家传感器、物联网
企业；打造了世界传感器大会产业发展
平台，编制了《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
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支持政策……
这都是世界传感器大会落子郑州的缘

起和底气。
在以网络安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

业方面，高新区依托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信息工程大学和多年发展基础，出台《网
安十条》支持政策；连续举办3年的“强网
杯”一赛一会一展成为国内网络安全风向
标，今年将升格为中国网络安全挑战赛，
纳入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重要活动；网络安
全科技馆作为中国网络安全挑战赛永久
赛址将于今年9月投入使用。

以精密测量为重点的北斗卫星等应
用，高新区集聚了天迈科技、威科姆、思
维自动化等北斗应用技术产业头部企业

及中小微企业 100 余家；建设全国首个
5G 应用协同创新示范区，获批“全国北
斗应用技术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鉴于应用场景已经成为数字化转
型、智慧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要素，
高新区谋划建设了“一台多峰”智慧高新
实验场，打造一个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的
大平台。一台建设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与阿里、华为、百度、新华三、腾讯领袖企
业的同步对接五峰合作进展顺利。

在市委市政府给出走“科技创新、产
业发展”路子的命题上，高新区增强定
力、持续深耕，久久为功，一一破题。

科学大道与瑞达路交叉口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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