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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为鼓点 奏响郑州科技最强音
本报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刘玉重

从冬奥会开幕式到“神十四”都有
“郑州造”

还记得，2022年初，冬奥会开幕式上的惊艳瞬
间——冬奥会火炬之火熊熊燃起，绚丽的场景让人
惊叹不已。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飞扬”火炬外壳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高温部件由郑州巩义市泛锐熠
辉生产，是正宗的“郑州造”。

泛锐熠辉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用轻质高强的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打造而成的冬奥火炬外壳，呈现
出了“轻、固、美”的特点，解决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
极端条件下的应用瓶颈，实现了火炬外壳在高于
800℃的氢气燃烧环境中正常使用，而且破解了火
炬外壳在 1000℃高温制备过程中起泡、开裂等难
题。耐高温轻量化材料的使用，体现了“绿色冬奥”
和“科技冬奥”的理念。

除了冬奥会火炬，冬奥会期间，氢燃料、T7、机
场摆渡车、高端客旅等 950辆咱们郑州的宇通客车
为盛会保驾护航。

而宇通的故事绝不仅仅是闪耀在冬奥会现场，
还有诸多闪光的地方——宇通的主要产品国内市场
占有率 38.05%；宇通还拥有行业首家“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电动客
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客车安全控制技
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交通安全应急信息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车辆信息技术分实验室”“国家认
可实验室 CNAS”，以及“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等
7 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还记得，今年 6月，我国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将搭载陈冬、刘洋、
蔡旭哲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顺利送入

预定轨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运载火箭到飞船

对接空间站，也有众多“郑州科技”“郑州造”。

其中，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采用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实现与天和核心舱径向

端口对接。在飞船对接空间站这一过程中，位于郑

州市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通

过两大“河南智造”，也就是载人飞船GNC分系统激

光雷达、连续波高精度测量雷达为神舟十四号擎天

保驾护航。

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在本次发射

任务中为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热控分系统提供加

排阀、服务阀、温控阀、自锁阀、加排服务阀等多种

类特种阀门。这些阀门主要应用于载人飞船推进

舱温控分系统流体回路中，通过调节外回路辐射器

主路和旁路的流量分配，控制外回路控温点温度，

达到回路控温的目的，确保在剧烈温差下舱内的各

部件、仪器设备处于合适的温度，可以正常运行，堪

称是为火箭热控系统做保障的关键“管家”。

由郑州航天电子公司提供的电连接器、电缆网

和电子仪器设备等产品，为“神舟”“天和”太空牵手

保驾护航。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空间站建设是今年

中国航天一项重大任务，每一个细节都关系航天员

的生命安全，此次发射，该公司为飞船提供近三分之

二电连接器。

必将有更多的“郑州造”值得我们
骄傲

中铁盾构的“大国重器”、宇通研发的 5G 自动
驾驶公交、郑煤机在行业上的强大影响力、三全思念
撑起速冻食品行业“半壁江山”……

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生物及医药、新材
料、铝及铝精深加工、现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
制造等七大工业主导产业，让“郑州制造”活力四射。

这其中，有诸多不为人知的“郑州造”，奏响着中
原科技创新的雄壮交响——

截至2020年底，郑州智能手机出货量占全球的
1/7，成为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基地。

根据河南省发改委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
发布的《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0年
郑州市数字经济总量接近 5000亿元，占 GDP比重
超过 41.4%。2020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
38.8%、提高 8.1 个百分点；新增“接链”企业 2837
家，“上云企业”达到3.2万家。

郑州拥有宇通、上汽、郑州日产等新能源汽车企
业 20余家，其中，宇通新能源客车国内市场占有率
27%，居行业第一；河南嘉晨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为超过 300余款车型提供电驱系统相关产品，产品
市场覆盖率超过 60%，为全球前十的整车客户提供
定制化产品服务。

郑州盾构、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势
头良好，其中，中铁装备主要产品产能、产量和市场
占有率连续八年保持国内第一，2017年以来产销量
稳居世界第一；郑煤机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煤
矿综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国际领先的汽车零部件
制造企业。

郑州生物医药产业培育形成安图生物、太龙药
业等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其中，安图生物是国内
第一家在主板上市的体外诊断生产企业，也是国内
体外诊断行业仪器和试剂注册文号最多、产品线最
全面的企业之一。

复合材料方面，泛锐熠辉于 2017 年被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第
一批入选河南省“民参军”产品名录的企业。

这其中，还有诸多“之最”，彰显着郑州的科技骄
傲——

郑煤机自主研发的 10米超大采高两柱掩护式
液压支架成为世界之最，综合性能国际领先。

三磨所研制的超高导热和光学级 CVD金刚石
材料，实现热导率 2000（W/mK）金刚石材料制备
技术突破，成为国内首创，三磨所的金刚石微粉年产
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 70%和 50%，大颗粒单晶
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

从推出第一款天然气检测传感器，到几年后天
然气报警器、酒精检测仪等仪器仪表相继投产；从气
体检测仪表业务进入国内前三，到开始布局以传感
器为核心的物联网生态系统……汉威科技，已成为
我省传感器产业的“龙头”。

这其中，还有更多科技企业，正在郑州这片沃土
之上拔节生长，孕育着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而更为美好的未来也在徐徐铺展——
不久前，郑州市发布《郑州市“十四五”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21—2025 年)》，郑州将着
力构建“一核、两带、五区、多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新格局。

春潮涌动处，奋楫击水时。
我市科技工作将聚焦“六个一流”，固底板树基

础、锻长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产业向“高精
特新”迈进，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郑州，正昂首阔步在新时代的发展大道上，依靠
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
用，迈出新步伐、面向新未来。

创新为“郑州制造”插上腾飞的翅膀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刘玉重 文 李 焱 图

6月5日10时44分，我国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将搭载陈冬、刘洋、蔡旭哲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船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乘组中，一次派出了两位河南籍航天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河南专列”。而让郑州人民骄
傲的不仅如此，从运载火箭到飞船对接空间站，有众多“郑州科技”“郑州造”为这次任务全程保驾护航。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郑州市“十大战略”行动开局之年，也是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之年。
此刻的郑州，正以“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先进制造业高地、开放高地、人才高

地”为总目标，以“整体工作争先进成高原，重点工作创一流起高峰”为总要求，全面开展工作有标杆、落实有标准、突破有标志“三
标”活动，深入实施“十大战略”行动，努力发挥好全省经济发展“领头羊”、社会治理“首善区”作用，全力开局破题，奋力高台起势。

此刻的郑州，把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放在“十大战略”首位，把创新摆在了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现代化建设的
核心位置，为中原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质进位提供新路径、新支撑。

此刻的郑州，“国之大者”与“省之要者”“市之重者”深切共鸣，正奏响着科技创新的中原主旋律、郑州最强音。

无论你在国内哪
个城市，当你坐着地铁
飞速穿行于城市的“地
下空间”时，你是否知
道，建造地铁不可或缺
的盾构机，很有可能是
郑州造？当你乘坐公
交游览城市风景的时
候，你是否意识到，这
些公交车中相当一部
分也是郑州造？当你
仰望星空，浩瀚星海
中，“神十四”正翱翔太
空，而从运载火箭到飞
船对接空间站，也有众
多“郑州科技”“郑州
造”……

这一切成绩的背
后，是郑州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工作，始终坚持把创新
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
核心位置的集中体现；
是郑州成立科技创新
委员会，并不断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
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科
技支撑的现实写照；是
郑州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专注重大科技专
项、不断攻克技术难关
的直接结果……

连日来，记者跟随
郑州市科技局相关负
责人的脚步，探访那些
或许不为人知、但值得
骄傲的“郑州造”。

盾构机生产线宇通无人驾驶车辆

郑州科创节节攀升
踏上现代化新征程，郑州正在以非常之功、

用恒久之力，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业潜力有

效激发、创造动力竞相迸发——

2021 年 6 月 11 日，“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努力打造全国创新高地”的远

大目标，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出；7月 17

日，嵩山实验室正式揭牌，中原科技崛起的新高

度就此标记；10月 16日，河南首批省产业研究

院和中试基地揭牌，全力建好科技创新链条“关

键环”；12月初，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成功获批，将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示范、

增强人工智能创新能力、壮大人工智能产业集

群、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优化人工智能创新

环境、探索建立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等六方面发

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引领作用；12月 28日，重建重振河南省科学院

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标志着这艘河南科研新

“航母”正式起航；2022 年 3月 17日，我省谋划

建设的首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短超强激

光实验装置项目在郑州市开工，标志着我省对

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3月 22日，继去年三家省

实验室后，我省又集中揭牌龙门实验室、中原关

键金属实验室、龙湖现代免疫实验室三家实验

室……科技创新的“四梁八柱”正在稳稳当当的

搭建中。

努力奋进之下，我市科技成绩斐然：数据显

示 ，近 三 年 ，全 市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年 均 增 长

16.4%，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长 50.8%，技

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 55.4%；增长幅度均位

于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第一位。中原科技城建设

集聚效应快速显现，与省科学院融合发展，累计

引进各类优质项目 143 个，认定各类高层次人

才 908 人。瞄准中科院、央企、知名高校等，持

续引进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累计达到 50 家。

2021年，我市 11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被科

技部评价优秀，优秀率居全国第二。通过实施

重大科技创新专项，推出“揭榜挂帅”制等新的

科技项目组织形式，带动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实现突破。

2022年上半年，郑州市科技局亮出了显眼

的成绩单：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全

面开展“三标”活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

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切实为全市经济发展

“半年稳、半年红”提供科技支撑。申报第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 10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

大幅提升，达到224亿元，同比增长51%；全社会
研发投入经费 2021 年度摸底填报数为 384.37
亿元，同比增长 16.8%。这一组亮眼的数据，标
记了郑州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高度。

而更多来自郑州的“科创”强音，正奏响着更
为宏阔的声响——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翱翔太空，这中间，
有位于郑州市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
十七研究所的贡献，他们通过两大“河南智
造”，也就是载人飞船 GNC 分系统激光雷达、
连续波高精度测量雷达为神舟十四号擎天保
驾护航；还有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的贡献，在本次发射任务中为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热控分系统提供加排阀、服务阀、温控阀、
自锁阀、加排服务阀等多种类特种阀门，郑州
航天电子公司提供的电连接器、电缆网和电子
仪器设备等产品，为“神舟”“天和”太空牵手保
驾护航。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185 辆宇通氢
燃料电池客车提供全天候服务，由河南省氢能
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研究院突破的长续航高环
境适应性燃料电池客车技术，为其提供了有力
支撑。

郑州科研高峰正节节攀升，不断指向新的
高度。

高质量发展优势层层厚植
如何给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如何让

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如何帮陷入困境的科技企
业渡过难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郑州该怎样激
发全社会的创新内生力量？

以政策为引领，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上半年，郑州市科技局聚焦“国家创新高地”

目标，印发实施《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关于率先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意见》
《郑州市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
行动计划方案》，通过打好政策组合拳、激发创新
新动能。

以惠企为途径，为科技企业送去帮扶——
上半年，市科技局通过“亲清在线”惠企惠

民资金兑现平台实现科技资金全部直达企业
（单 位），资 金 总 额 7.9 亿 元 ，惠 及 企 业 数 量
4052家。

以平台为舞台，让更多科技企业长袖善
舞——

超短超强激光平台正式开工，完成前期审
批 ，正 在 协 调 加 快 资 金 落 实 ；智 能 传 感 器
（MEMS）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正
在加快研究确定投资模式、建设规模等；安图生
物获批国家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检测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国家级研发平台累计达到58家。

以帮扶为土壤，助高新技术企业茁壮成
长——

以“万人助万企”活动为抓手，深入企业调
研摸底，帮助解决问题，先后进企业调研 30 余
人次，交办 23 项问题全部办结。加强高新技
术后备库入库工作，拟入库 1703 家，累计超
4500 家。优化高企申报流程，由每年几个批
次改为常态化受理，今年已受理高企后备企业
1207 家，继续保持高企增速位居国家中心城
市前列。

创新生态环境日新月异
创新发展，人才是关键。郑州要集聚一流的

创新团队，必须全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政策叠加，为人才送去拂面春风——

2021年 4月 29日，在中原科技城设立全市

第一家“郑州中原科技城外国人才服务站”，积极

承接“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省级行政许可权限

下放工作。

今年 4月 15日，“活力郑州 青春郑州”郑州

市青年创新创业行动新闻发布会上，10条“青年

人才新政”重磅推出，郑州向全球青年才俊递出

橄榄枝，送上“大礼包”，诚邀来郑留郑创新创业，

要让青年人才来得了、住得下、留得住，客观“双

向奔赴”，同频共振。

同样是在今年4月，河南省教育科技创新大会

暨人才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对我省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进行全面部署。河南将举全省

之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

人才中心，为实现“两个确保”提供强有力支撑。

今年 6月 14日，我市印发《中原科技城优秀

人才经济贡献奖励实施细则（试行）》，引入市场

薪酬评价机制，为中原科技城引进的各类优秀人

才给予正向激励，鼓励人才到中原科技城创新创

业，加快推进河南省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建设。

梧桐树下，凤凰归来——去年以来，清华大

学、中科大、西安交大……200余名国内名校博

士参加了省科学院线上面试，不少外出求学的豫

籍人才喜奏“凤还巢”；华为、上汽、阿里巴巴……

众多国内头部企业、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研发机构
创新中心，纷纷落子北龙湖畔。机械研究总院设
立的中机新材料研究院，采取核心团队持股、社
会基金入股、多元化投入模式，半年时间吸引 71
名科研人员入股，其中博士16人（含清华大学博
士6人）,31人将社保从北京转移到郑州，开创了
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新模式。

成果转化，让科创成绩看得到用得着——
2021年 12月 24日，郑州技术交易市场正式

揭牌运营。这里每天活跃着一批特殊的人——
技术经理人。而这里，将成为打通成果转化最后
一公里的“探路者”，将成为推动科技成果加速向
产业和生产力转化的“关键因素”。

上半年，郑州技术交易市场“线上+线下”同
步运营，组织政策宣讲及成果发布对接20多期，
培养技术经理人300多人，运营得到省主要领导
的充分肯定。借助“四挂钩”考核，多措并举推动
全市技术转移和技术交易活动，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到224亿元，同比增长51%。

创新生态，为科技创新厚植土壤——

持续开展“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吸引

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北京、深圳、天津等国内外

150余个项目参赛，35.3万线上观众通过直播观

看决赛，成为郑州创新创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

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呈现出爆发性、颠覆性、

融合性、竞争性的新特征。

郑州，将胸怀“两个大局”，增强服务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的责任感，立足构建新发展格

局，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的紧迫

感，锚定“两个确保”，增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

重要人才中心的使命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毅力定力耐力，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华山一条路”，向着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
心勇毅前行。

按照既定目标，郑州将不断深入推进实施创
新驱动、科教强市、人才兴市战略行动，紧盯“一
个目标”，聚焦“六个一流”，构建“三大平台”，实
施“六类专项”，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牵
引，强化“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化、
节点责任化”工作要求，落实重点举措，强化推进
落实，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努力打造一流创
新生态，切实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质进位提供
科技支撑。

放眼郑州，正以不可阻挡的创新之力，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锚定目标、勇往直前，谱
写属于新时代更为出彩的绚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