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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4月 12日，记者
从省科技厅了解到，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首批创新引领型产业集群专项实
施完成并通过相关部门验收。

据介绍，首批集群专项包括轨道交通
装备、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物联网及信
息安全、智能装备、新型药物及医疗器械、
超硬材料及制品、钛钼金属材料、硅材料
及光伏共8个专项、29个课题。省财政科
技资金支持2.5亿元，带动企业累计完成资
金投入31.2亿元，其中研发投入17.7亿元，
初步统计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86.5亿元。

累计申请专利 609项，其中发明专利 251
项，先后突破产业共性关键技术143项，部
分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集群专项有
力支撑了郑洛新自创区优势主导产业和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2020年郑洛新三市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57.4%，比项目实施
前提升15个百分点以上。

据介绍，首批集群专项实施呈现出四
个方面的特点：着力“锻长板”，巩固产业技
术领先优势，通过实施集群专项，我省盾构

装备、生物疫苗、气体传感器、新能源客车等
领域技术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着力“补短
板”，实现基础技术自主可控，通过实施集群
专项，轨道交通用高端轴承和齿轮等基础零
部件、高纯钛和精密磨具等关键材料的自主
可控能力进一步增强；着力“推新品”，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实施集群专项，工业
CT、车规级安全芯片、大单晶金刚石、电子
特种气体等一批新产品成功研制，有望成为
自创区产业发展新动力；着力“建团队”，完
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首批集群专项除由省
内29家牵头单位外，还集聚了清华大学、上

海交大、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省内外
70家单位开展协同创新。

另外，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围绕“十四
五”中西部创新高地建设实现更大跃升的
战略任务，在组织实施好郑洛新自创区第
二批集群专项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全省
10大战略新兴产业和 6大战略支柱产业
发展方向，优化调整重大科技专项组织体
系，谋划实施新一轮重大科技项目，以重
大科技专项为抓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支撑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

郑洛新自创区首批创新引领型
产业集群专项实施完成并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李娜）4月 12日，记者从省政府
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推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3年）》，对未来三
年我省的新基建擘画了蓝图、提出了目标、指明
了道路。

根据《计划》，到 2023年，我省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信息基础设施达到全国先进水
平，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实现乡镇以上
区域连续覆盖，满足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智慧城
市、智慧交通、智慧健康等发展需求，打造全国重
要的现代信息通信枢纽和信息集散中心。初步形
成支撑经济社会智慧化运行的融合基础设施体
系，能源、交通、城市等领域的传统基础设施数字
化水平明显提升。创新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增
强，建成3～5个重大创新平台。

重点一： 信息基础建设
在“信息基础建设”方面，我省将从新一代网

络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两方面发力。
其中，5G网络方面，我省将力争5G基站数量

达到 16.8万个。宽带网络方面，我省将实施郑州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提升工程，提高互联网
国际、城际出口带宽能力，加快推进千兆城市建
设，基本实现千兆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并支持郑
州市建立国家级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工业互联网方面，《计划》提出，要争取建设国
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中心，支持郑州市建设国
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创新推广中心，加快洛
阳、许昌、漯河等省辖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建设和推广应用。

数据中心工作，我省将统筹布局建设数据中
心，重点支持郑州、洛阳市加快建设大型绿色数据
中心，积极争取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级枢
纽节点在我省布局。实施大型数据中心绿色化改
造，推动现有数据中心改造后电能利用效率不高
于1.4，新建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不高于1.3。

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方面，我省将建设全省
统一的智能网联汽车云控平台，开展中原科技城
自动驾驶公交线路示范应用。支持郑州市创建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重点二： 发展融合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是指新建传统基础设施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融合，同时，加快既有基础设施智能化
升级，提升运行效率、安全水平、服务能力。

和百姓生活相关的交通物流设施方面，如，建
设智能轨道交通，持续拓展城际铁路、市域（郊）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强化不同轨道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推
动实现智能调度、票制互通、安检互信、支付兼容。建设郑州地铁一
体化生产和管理信息集成平台，完善建设、运维、服务等智慧地铁应
用体系。

公路方面，我省将支持郑州市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同时，
加强普通干线公路重要路段感知网络覆盖，完善基础设施监测、路网
运行监测等体系。创建省级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区，开展智能网
联汽车载人、载货或特种作业的开放道路测试。

随着“电动汽车”越来越受到欢迎，我省将在加强充换电基础设
施和加氢站。新建公共充换电站600座、公共充电桩2万个、个人充
电桩5万个，在县（市、区）建设一批示范类集中式公用充电站。依托
省智能充电服务平台和“中原智充”手机应用软件，搭建覆盖全省、功
能完善的智能充电服务网络。推动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建设，开展
油、气、电、氢综合供给服务。

重点三： 城乡基础设施智能化

今后，河南百姓的生活将更“聪明”。在《计划》中，提出了智慧社
区、智慧健康、智慧教育、智慧安防、智慧治理、智能建造、智慧人社、
智慧农业、智慧园区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智慧健康方面，我省将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示范应
用，建设影像、病理、心电图等智能诊断中心。

智慧教育工作方面，我省将加快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和本科高
校、职业院校智能化学习环境建设。以“三个课堂”（专递课堂、名师
课堂、名校网络课堂）为重点，丰富基础教育数字资源体系。实施教
育信息化示范引领工程和本科高校智慧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遴选一
批智慧校园示范校、智慧教学示范课。

城市治理的智能化，将极大提升百姓生活的舒适感。我省将基
本完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建立和完善集感知、分析、服务、指
挥、监察于一体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推进城市管理事项

“一网通管”，提升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重点四： 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施

接下来三年内，我省将谋划推进黄河实验室、农业供给安全实
验室、嵩山实验室建设，为积极争取国家创新平台储备力量。围绕
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生命健康、新材料等重点领
域，布局建设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争创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积极
参与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建设，规划建设 3～5家生物安全防护 P3实
验室。

“去郑州 看华夏古国”采访团走进双槐树遗址、王城岗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

沿历史长廊探寻“原初中国”曙光

李家沟遗址李家沟遗址王城岗遗址王城岗遗址

（上接一版）其中一、二号院落布局现在已
初步清晰。此外，双槐树遗址还有 4处大
型公共墓地。勘探确认墓葬总数 1700多
座，均呈排状分布。其中一区墓葬布局非
常规矩，在墓葬区发现夯土祭坛遗迹 3
处。已初步发掘的位于聚落中轴线周边的
一处祭坛附近墓葬明显规格较高。出土了
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文化遗物，尤为重要
的是出土有彩陶以及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
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等遗物。

今年 3月份，双槐树遗址入选 2020年
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无疑是全国考古界一
颗闪耀的“明星”。汪旭介绍，双槐树遗址考
古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
地区的关键材料。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
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
源头提供了成组重要素材。不同建筑的布
置整体具有一定的台阶式特征，遗址表现出
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
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
域，被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王城岗遗址：中原地区率先
迈入文明社会、国家阶段的地方

走进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记者
看到遗址附近一边是绿油油的麦田、车水
马龙的道路，一边是考古工作人员一担一
篮剥除历史尘封的忙碌身影，古代文化与
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
与八方村之间、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
上，南眺箕山、北依嵩山。遗址总面积约50
万平方米。1976～1981年发现两座河南龙
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并发现有奠基坑、青铜
器残片、玉器和文字等，有专家称之为“禹都
阳城”。2002～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调
查、钻探和发掘，新发现一座面积34.8万平
方米的龙山晚期大城，同时发现祭祀坑、玉
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并在大城中部
偏北处发现几处大面积夯土基址。

2020年 4月，“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
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复，登封王城岗遗址
作为项目的重点遗址之一，开启了新一轮
的考古工作。2020 年的钻探发现在大城
北部分布有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的夯土
群，是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期所发现的中
原地区最大的夯土基址之一。大范围夯
土基址的确认，一方面证明大城中北部是
生活居住区，且极有可能是贵族生活区；
另一方面佐证王城岗大城在颍河流域的
中心地位及环嵩山地区“雏形国家组织”
的出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马龙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王城岗遗址龙山时
代遗存中既发现了文字又发现了工艺成熟
的青铜容器，既有城墙城壕又有大范围的
夯土建筑基址，既有外来的礼器（石琮）又
有阶级压迫的证据（奠基坑），可以证明中

原地区的王城岗遗址在龙山时代晚期已迈
入文明社会，甚至形成了包含国家机器的

“雏形国家组织”，是中原地区率先迈入文
明社会、迈入国家阶段的有力证据之一。

新密李家沟遗址：联结新旧
石器两个时代的重要见证

人类自诞生以来，如何从旧石器时代
慢慢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新密李家沟遗址
的发现，就是联结新旧石器两个时代的重
要见证。11日下午，采访团来到新密李家
沟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了解旧石器、新石器
时代的演化历程。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
村西百余米处，该处地形为低山丘陵区，地
势由东北向西南部倾斜，黄土堆积发育。

李家沟遗址发现于 2004年底，当时确
认为一处旧石器晚期遗存。2009年 8月下
旬至 10月下旬，经过为期两个多月发掘，
揭露面积近 30平方米，发掘探方分南北两
区。其主剖面均包括了从旧石器向新石器
时代过渡的地层堆积。综合南北两侧剖面
层位序列，清楚可见本地区从旧石器晚期
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地层关系。

记者在李家沟遗址生态公园的显著位
置，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房子将考古发掘
现场保护起来，走进玻璃房，迎面是一个 6
米多高的巨大黄土层剖面，土层颜色不一，
能分辨出来残存着的陶片和动物化石。剖

面的不同颜色，清晰展示着过渡时期的文
化层面貌。

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文化研究
室主任杨建敏告诉记者：“从下向上一层层
看土层，依次属于距今 10500年的旧石器
时代晚期、10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
期和 8600年的裴李岗文化，这种三叠层的
文化遗址，在国内外十分罕见。”

“在李家沟遗址底部的遗物中，让人们
看到了两个时代的转变，早期的居民，是专
业化的狩猎人群，拥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
工技术；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他们开始以
采集植物类食物为主，兼狩猎；晚期的居
民，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用石磨盘加
工粮食等农作物。”杨建敏说，“中原地区联
结着我国及东亚大陆的南北与东西，是探
讨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李家沟遗址
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以及栖居形态到生
计方式等方面，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
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
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
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
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
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

人类是如何弃“旧”从“新”，完成这个创
新的过程，是考古学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
课题。李家沟遗址填补了此前考古的缺处
和空白，2009 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2013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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