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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器件拥有“大”智慧机遇

郑州高新区：以会为媒唱响高质量发展乐章
金秋送爽，如意湖畔，群贤毕至。
11月 1日至 3日，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如约而至。全球传感器领域国际国内组织、专家学者及知名企

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感知世界·智创未来”这一主题，共同探寻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智能传感器领域的技
术创新、成果应用、产业发展、人才引育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共同开启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前沿观点研讨、重大项目签约、创新成果发布……3天的会期中，“一会一展一赛”接连不断，全球传感
器领域精英见证了传感器领域的盛事，感受到郑州高新区以会为媒促进以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更看到了在支撑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起高峰上的高新责任和高新贡献。

世界传感器大会仅仅是郑州
高新区以会为媒促进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构建了
“院校机构+赛事展会+产业要素”
集聚的模式，依托信息工程大学，
连续五年举办“强网杯”中国网络
安全挑战赛，成为全国网络安全产
业的风向标；与中国卫星导航定位
协会合作举办中国北斗应用大会，
北斗产业影响力持续提升；与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创办的世界传感器
大会，也成为行业全新品牌。

通过大会平台，郑州高新区向
全国乃至世界打开了一扇展示的

“新大门”，在这扇“新大门”内，蕴
藏着这座城区背后涌动的创业创
新新优势，展示着政务服务的新形
象，凸显着郑州高新区努力推动转
型升级的新态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新跨越。

作为河南省第一家开发区、国
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高新区、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
郑州高新区围绕 2025年基本建成
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奋
斗目标，牢牢把握“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功能定位和自创区“体
制机制改革、政策先行先试”使命
任务，抢抓国家自创区战略机遇，
明晰奋斗目标、主攻方向和实施路
径，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万众一心
砥砺奋进，发展动能逐步增强、质

量效益明显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

前 9个月，高新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529149 万元，为预算
的 73.8% ，增 长 0.04% ，质 量 为
86.3% ，其 中 ：税 收 收 入 完 成
456533 万元，为预算的 71.7%；增
长 1.0%。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9397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59.5%，增长 0.8%，为全力冲刺四
季度、确保全年红奠定了基础。

通过大会平台，郑州高新区围
绕以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网络
安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精密测量
为重点的北斗应用、超硬材料为重
点的新材料持续发力，主导产业更
加聚焦：

智能传感器产业跻身国内先进
行列。截至2020年底，全区传感器
领域相关企业达3011家，占辖区企
业总数的 6.7%；规划建设郑州·中
国智能传感谷，明确“一点多谷”的
产业空间布局，重点打造智能传感
器材料、智能传感器系统、智能传感
器终端三个产业集群。

初步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网
络安全产业基地。辖区内的信息
工程大学、郑州大学、郑州轻工业
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均设置
了信息工程、信息技术类院系和学
科；深耕培育和重点招引了新华
三、长城计算机、启明星辰、芯盾网
安、向心力通信等一大批全国知名

的网络安全龙头企业；网络安全基
础设施群暨 360 中原总部项目落
地并加速建设；建设全国首个网络
安全科技馆。

北 斗 应 用 产 业 培 育 成 效 凸
显。截至 2020 年底，全区北斗应
用领域相关企业达 760家，形成了
以天迈科技、威科姆、思维自动化
等上市挂牌企业为引领的创新型
产业集群；获批全国唯一的北斗应
用技术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拥有
60 余项卫星应用专利技术，参与
19项北斗授时应用国家/行业标准
的制（修）订。

新材料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作为国内唯一的国家级超硬材料
产业基地，先后获批“国家超硬材
料特色产业链”“国家火炬计划河
南超硬材料产业基地”等国家级称
号。已集聚超硬材料领域相关企
业 1838 家，集聚行业内 70%以上
的中高端创新资源，拥有郑州磨料
磨具磨削研究所、郑州机械研究
所、中钢金属制品研究院等国家级
科研院所。

汇集国际一流人才，凝聚全球
创新资源。一个充满魅力和机遇
的郑州高新区，正以崭新的姿态加
快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为郑州打造
国家创新高地、国家制造业高地、
国家开放高地、国家人才高地“四
个高地”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刘 地

万物互联的今天，智能家居、智
能照明、智能穿戴等应用随处可见。
在享受美好便捷生活的同时，你是否
知道这些智能化操作如何实现？这
不得不提物联网的“神经末梢”、物联
网系统搭建的基础——传感器。

红外医疗诊断系统，帮助医生更
好地观察疾病；光电雨量传感器精准
预报气象，推动智慧农业发展……上
万平方米的展厅，华为、西门子、松
下、霍尼韦尔、高通、江森自控、正
泰、达索、菲尼克斯等来自十几个国
家的 170余家企业展出传感器所在
的应用，叫人应接不暇。

如果说展览现场堪比“神仙打
架”，那各个主题论坛就是大咖们的

“头脑风暴”。传感技术最新科研成
果和应用、国际前沿研究热点，在这

里都能找到答案。
例如，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医

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工程
院外籍院士、深圳大学副校长张学
记提出的“智能生物传感技术”，能
对人类的血液、汗液等生物物品进
行识别，利用传感器读出生命信息，
未来能够实现聋哑
人“能听能说”，盲人
可以“看见”，残障人
士可“站立”，从而掌
握人类健康密匙。

浙 江 大 学 研 发
的植物可穿戴茎流
传感器，如同“纹身”
一样，能贴附在植物
茎秆表面进行茎流
监测，实现在自然生

长状态下，持续监测植物体内水分
的动态传输和分配过程，为作物高
产育种及栽培技术研发提供新的
思路。

如今，传感器的应用领域已经
渗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以及人
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授牌、签约、发布！
2021 世界传感器大会不仅带

来发展新思路，更集中体现郑州培
育壮大传感器产业的具体行动。

近年来，郑州市把智能传感器
作为“十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规划
建设了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搭建
了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创新联盟等
平台，聚集了汉威科技、新天科技、光
力科技等一批创新型龙头企业，形成
了覆盖智慧城市、工业应用、医疗卫
生等领域的传感器产业链。

郑州高新区，更是将以传感器

为重点的物联网作为四大主导产业
之一，求高求新求强。目前，郑州高
新 区 已 集 聚 传 感 领 域 相 关 企 业
3011 家，引育一批国内龙头企业，
技术和产品等均处于国内前列。在
2020年 9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直
属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颁布的 2020传感器十大园区排名，
郑州高新区位列第五。

耕耘不辍，成果丰硕：此次活动
中，郑州市被授予“郑州·中国智能传
感谷创新基地”称号；郑州高新区、鹤
壁等地先后分三批次与企业单位进
行签约，共计项目 24个，总投资额
84.42 亿元；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
器产业大脑”平台正式发布，进一步

助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郑州传感器产业的一张靓

丽“名片”，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还重点推介
了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建设情况。

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按照“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邀请尤政和蒋庄德院士领衔
建设规划设计，明确了“一谷多点”
的产业空间布局。其中，“一谷”即
郑州高新区规划的 3平方公里智能
传感器产业小镇，重点发展MEMS
传感器、传统工艺传感器、智能传感
器材料、智能传感器终端等全产业
链。伴随着启动区的建设，传感谷
已经从规划走向现实。

张学记表示，郑州走好了传感
器产业发展的第一步。

“会展赛”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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