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郑州市对各县（市）区工业
产业集聚区（园区）工业主导产业的
定位，新郑市确立了“三主三辅”的产
业体系，即构建以食品烟草、生物医
药、商贸物流为主，以富士康配套产
业、高端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提升为
辅的产业体系。

新郑市举办以“科技支撑产业发
展，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主题的“百
名院士专家新郑行”活动，正是为了
更好地搭建政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
引进高端智力资源，通过专家、学者
面对面实地指导，为新郑产业发展把
脉问诊，为新郑产业集聚区发展献计
献策。此次摘录院士专家及企业家
访谈，以飨读者。

科技支撑产业发展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百名院士专家新郑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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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篇

百名院士专家新郑行百名院士专家新郑行

社会要进步，产业要可持续发展，关
键取决于科技创新和进步。无论哪个地
区，只有格外重视人才的培养，加大科技
创新的力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将企业和国
内一流科研院所彼此紧密结合起来，才
能更好地推动产业的发展。

对于新郑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重点养猪企业来说，升级的要点在
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品种的选育、培育
是重中之重。要培育新品种，减少对进口
种猪的依赖。同时，可以发展新技术，提
高现有饲料配方的转化率,加大沼气利用
度，将沼液、沼渣等还田。继续大力推广种

养结合的办法，变废为宝。充分解决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环境问题。现代企业的发展
需要的是科技创新的支撑，也需要多样化
的人才，结合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头脑，加
速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向外的辐射和转移，
这样企业才能获得更良好的效益，才能为
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石聚彬：（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今时代，品牌是企业和产品品质、信誉、
文化的标志和结晶，是科技、经营管理、企业文
化等综合优势和价值的集中反映。提高企业的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创造更多著名的品牌，对于
我们应对新时代挑战，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面对全方位、多层次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
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成长、要腾飞，始终离不
开科技创新。院士、专家代表着当今科技界的
最高学术水平，是科技战线的领军人物和科技
泰斗。这次，市委、市政府搭建了一个产学研交
流的平台，我们一定会珍惜并抓住这一机遇，力
争和与会的院士专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多签几
个大单子，为企业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侯建芳：（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新能力是企
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打造基业长青的持
续动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也是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创新驱动产业升
级”为主题的“百名院士专家新郑行”活动，为新
郑的企业提供了一次“政产学研”交流的机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此机会，新郑企业可以
加强与院士、专家的交流，通过他们的指导和帮
助，引进高端的智力资源，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提升企业品牌竞争力。我们真诚地希望能
与院士专家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帮助新郑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邱新航：（河南四季胖哥集团董事长）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离
不开人才。20 多年的企业发展，四季胖哥从一
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个体户，发展成为河
南省著名的食品加工生产销售企业集团,靠的是
党的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好政策；靠的是宽
松、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靠的是企业实实在
在、不断创新的拼搏。

大力引进人才，用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是我
们集团发展的宗旨。这次新郑举办“百名院士
专家新郑行”活动，是促进今后企业发展的一剂
强心剂，我们企业一定要抓住此次机遇，与院士
专家建立良好的友谊，利用专家们的智慧，把更
多农副产品转化为工业化食品，有效地拉长农
业产业链，促进当地农民的增收。

王敏：（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医药产业很受国家的重视，对我们来说，
使医药产业更上一个台阶，科技是真正的支
撑柱。这次新郑市把百名院士专家邀请过
来，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将为我们
企业提供很大的帮助。我们想好好利用这
个契机，想通过这次活动，加快企业的科技
发展。

新郑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非常重视科技，
组织的这次活动就是一个充分的说明。作为我
们来说，新郑市处于这么好的地理位置，高速、
高铁、航空，又毗邻省会郑州，可以说是天时、地
利加人和了。具备了这三条，新郑的腾飞也是
指日可待的事情。此次活动创办、组织地很好，
要认真地开展起来，并且要把它落到实处。这
必将更好地带动企业发展，同时也助推全市的
经济发展再攀新高。

河南是个医药大省，制药企业特别多，相
信今天前来参会的企业都会很好地借助这个
平台，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做大、做强，企业依
靠政府这个平台必定快速发展，发挥其更大的
潜力。

作为一个县级市，专门组织创新驱动
发展论坛，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眼光，特别是
把众多院士、专家请到一个县级市，更体现
一种魄力和远见。实际上，新郑经济已经
成为省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郑市要
抢抓历史机遇，推进“双融入·双承接”战
略，从根本上说要靠创新驱动发展，推进产

业提升。
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内

容。创新驱动发展还包括了产业创新、产
品创新、战略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
化创新等综合创新。只有通过综合创新，
才能推进经济全面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

产业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龙

头。产业创新就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
快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新型工业为支
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充分发挥新郑与省会郑州紧紧相连的区位优
势，增强产业竞争力，培育竞争新优势，让新
郑产业总体上成为省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实现与郑州和航空港的“产业融合”。

科技创新驱动 推进产业升级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 刘道兴

开展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和
社会发展，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责和任
务，是促进高校自主创新、培养创新人
才 的 重 大 举 措 ，是 高 校 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实现健康、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要
求。对高校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推动
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随着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一体化

趋势日益明显，产学研合作越来越成为加
快技术转移，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
学技术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有效途径。河
南工业大学始终坚持探索产学研结合创
新之路，发挥大学的综合科技实力，校企
联合，向企业转移科技成果，将自身的发
展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努力开拓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新郑市开
展的“百名院士专家新郑行”活动，为高校

与地方企业产学研活动搭建了一个紧密
合作、共同发展的平台。实践证明，这是
高校，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地方高校组织科
技力量，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一种好形式。之前，我校与新郑市政府联
合不定期举办校企合作论坛；今后，双方
还决定在共建科技开发平台、联合培养人
才、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服务等方面，开展
更深层次的合作。

产学研一体化 谋共赢齐进步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屈凌波

河南地处中原，食品也是个传统产
业。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我们有着充足的
食品原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食品这个
定位是比较正确的。

新 郑 食 品 行 业 的 优 势 还 是 比 较 明
显和突出的。从产业集聚方面来讲，新
郑产业集聚区食品这一方面门类相对
齐全；再者新郑有着一批企业成长性较

好的企业，比如“好想你”等；再加上毗
邻航空港的优势，真正让新郑拥有了天
时地利人和。未来新郑的发展，后劲儿
十足！

“百名院士专家”这么大手笔的活动，
我也参加过的，不过那都是地市级组织举
办的。院士专家们工作都较忙，一个县市
级政府集中几个院士专家还好，集中百

余名院士专家来可就不易了，可见市委、
市政府做了多么大量的工作。这次把大
家都邀请过来，到新郑走走看看，最起码
在交流过程中，院士专家的一句话，可能
为市里面的领导、市里面的企业提供一
个新思路，所以呢，需要集思广益。现在
是信息时代，谁的信息量最大，谁的价值
最高。我觉得是这个概念。

政府牵线搭台 信息助推腾飞
高级工程师、河南省食品科技学会理事长 沈祥坤

我来过新郑三次，每次来都感觉到新
郑发展的巨大变化。新郑有将近十几家制
药企业，医药产业发展非常好。我们的企
业在北京由于空间发展限制，厂房永远都
是一个面貌，但如果一年不来新郑，新修
的道路、现代化的厂房……这种日异月新

的发展，会让我每次都有第一次来到新郑
的感觉。

医药产业是高新技术十分密集的产
业，在新郑企业的努力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新郑的医药产业优势明显，具体来讲，
就是企业所具备的空间、设备、资金、人才

等优势。企业没有必要专门花大的资金和
时间去培养人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源
源不断地为企业输入人才，这样能形成产学
一体的机制，更能提高企业自身的效益。而
新郑的十多家医药企业都和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有紧密地联系，这点做得十分好。

加强人才输入 提高企业效益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 郑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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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科研平台 枣业大有可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枣科学院士专家工作站特聘院士 尹伟伦

首先，我衷心地祝贺河南省枣科学院
士专家工作站的启动，这不仅为经济林产
业发展搭建了高端平台，而且为枣科学学
科的全面提升、枣产业的良性发展、高端人
才的培养吸纳，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这次我很高兴来到新郑的枣科技研
究院与这里的枣专家和工作人员一起共
同开发、研究枣产品。新郑市立足本地实
际，放眼全国，顺应时代发展，成立河南省

枣科学院士专家工作站，无疑是助推枣科
学、枣产业发力的一项新开端。河南新郑
为我国枣树起源地之一，拥有我国珍贵的
种植资源和枣文化遗存，开发利用潜力巨
大。新郑培养孕育出的“好想你”枣业股
份有限公司已成为我国枣业领域领军企
业，在其带动下，河南郑州正在成为河南
乃至全国红枣集散地和枣制品加工主要
区域中心。

如今，枣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快，规模
也越来越大。但是不管枣产业如何发
展，根本还在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
须与科技的可持续支撑紧密相连。希望
新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加强枣产业的
科技支撑，加强枣科院的科研平台建设，
加强这方面的人才招引力度，加强这方
面的科研经费支持力度，真正把枣产业
做大做强！

重视人才培养 加速成果转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焕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