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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六大主导产业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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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岁创业惨淡收场，打工还
债历经重重磨难，30岁重整旗鼓再
出发，开办河南览创食品有限公司，
合作伙伴遍布全国。1990 年出生
的孔令治，在 33 岁这年干出了一
些名堂。3月的最后一天，记者来
到河南览创食品有限公司，听这位
90后“连续创业者”关于创业的二
次作答。

孔令治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
从青年时期走出家门开始，他就在
为了梦想而努力。年轻时曾在各个
品牌蛋糕房里做学徒，为了多历练
多见识，孔令治又成了一个“连续创
业者”。

“我和老婆结婚后，在东风路信
息学院路开了一家蛋糕房，那时候
我们一大早从古荥镇孔庄村出发，
忙到大半夜才回去，来回路程就得
一个半小时。记得冬天下雪的时
候，我们骑着一辆三轮车，在后面铺
上厚厚的被子，条件很艰苦。”孔令
治回忆说，那时年轻气盛，由于盲目
扩张，蛋糕房最终以失败告终，还欠
下了不少债务。

为了还清欠款，孔令治到一家
公司做起了食品销售，后来又和人
合伙开办食品厂，踏实肯干的他，
逐步还清了欠款，还积累了一些
财富。在三十而立的这一年，他
再次创业开办了河南览创食品有
限公司。

“这家厂是 2020年开办的，刚
开始挺难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
了 26个小时的车去四川给客户送
货，当时还下着雪，我们真的是用真
诚打动了客户，现在这个客户只用
我们家的货。”孔令治回忆道。

走进河南览创食品有限公司，
隔着通道两侧的窗户向里望，一条
条生产线上，十几名工人分工明
确，有的正熟练地添加配料，有的
正等待机器分包后打包装袋，再由
机器包扎成箱，通过货车送往全国
各地……

“这些箱子里装的是我们公司
自己研发的网红产品爆浆曲奇，目
前我们主要是和抖音大咖合作，每
天的出货量在4000单，下一步产能
增加后，我们要实现日发 10000
单。”孔令治介绍说。

从带着员工全国开拓业务，到
如今被竞相争售“爆浆曲奇”，孔令
治二次创业开办的这家食品厂年销
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

“我们公司的核心岗位大部分
都是 90 后，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
团队，这是我们的优势，另外我
们聘请了 7 名河南工业大学食品

专业的研究生组建研发队伍，持续创新，为大家提供
更多优质的好食品。”孔令治透露，为了留住人才，公
司还给能力强、表现好的员工 5%的股份，激发大家的干
事热情。

年少时从孔庄村出发，学成后归来创办公司，孔令治
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60多个就业岗位，还积极为公益
事业出资出力，多次被惠济区慈善总会等部门评为先进
个人，诚如他在采访中所说：“个人的腰包鼓了，为老家做
点事，值！”

本报记者 杨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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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超硬材料有多“硬”
在郑州三磨所院内，厚重的岩石基座

上摆放着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六面顶
压机”。1966年，这台压机的正式服役，奠
定了郑州在超硬材料产业的领军地位。

3 月 24 日，记者走进郑州三磨所展
馆，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精、尖、专”的超硬
材料制品琳琅满目：可精确“剪裁”大尺寸
硅片的“划片刀”、可磨出镜面洁度的“硅片
减薄砂轮”、可在头发丝上开槽的超薄切割
砂轮、可替代进口的UV减粘膜……

“通过技术人员的努力，郑州三磨所打
破了我国高档精密超硬材料制品主要依靠
进口的局面，成功开发出了芯片‘切、磨、抛’
加工全系超硬材料制品。”孙兆达告诉记者。

据介绍，继生产出中国第一颗人造金刚
石后，郑州三磨所又先后生产出第一颗立方
氮化硼等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超硬材料

制品、行业专用生产和检测设备仪器，而郑

州也由此成为中国超硬材料的发源地。

超硬材料及制品被誉为现代工业“最

锋利的牙齿”，近年来，郑州三磨所针对电

子信息、汽车、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家用电

器、光伏、LED、风能等行业研究开发出一

系列产品，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取得了一

批高水平的成果。

在郑州三磨所的引领下，近年来，郑州

市又迅速崛起了华晶、郑钻、四方达、中南

杰特等一批超硬材料企业。其中，华晶成

为国内首家六面顶压机批量合成3毫米以

上大单晶的公司；而四方达则是国内复合

超硬材料领域首家上市企业；中南杰特成

为国内领先的立方氮化硼生产制造商和出

口制造商……“郑州制造”成为引领中国超
硬材料发展的新标杆。

全国最大的耐材产业基地
除了超硬材料产业，耐火材料产业也

是郑州市的优势传统产业之一。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年产10万吨耐火材料的厂房内仅有
八九名工人的身影，一个个崭新的自动取砖
机器人在智能系统的控制下有序运转，整个

生产区域干净整洁、宽敞明亮，完全颠覆了

传统车间灰头土脸、机器轰鸣的场景印象。

近年来，不少像郑州华威这样的耐火

材料企业不断推进智能化改造，加强研发

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在转型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奋勇前行。

郑州市作为全国最大的耐材产业基

地，拥有耐材企业7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300多家，主要分布在新密、巩义、登封等

县市。产品主要以铝硅系、电熔镁铝尖晶

石等高档耐火原料为主，涵盖钢铁、水泥、

有色、玻璃、石化等 9大门类，拥有各类定

型、不定形、轻质、纤维和特种耐火材料
500多个品种，产量占河南省和全国的比
重分别达到 60%和 30%以上，中高端耐火
材料占比 47%。涌现出振东科技、瑞泰科
技、安耐克等一大批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耐火材料企业。

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
材料兴则制造强。郑州新材料产业的

蓬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新材
料产业规划引领、统筹谋划的道路上，郑州
走在前列。

为加快产业创新发展，2012年郑州市
委、市政府批准成立郑州市新材料产业
园。目前，园区内已入驻新材料企业60余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40多家，形成了从
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及设备到金刚石、
CBN及其制品的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并成
立了信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化中试

平台、检测中心、培训中心、创业孵化中心
等比较完整的成果转化公共服务体系。

2021年，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布《郑州市“十四五”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提
出，到 2025年，新材料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1000亿元，带动关联产业产值达到 300亿
元。其中，超硬材料产值力争突破 150亿
元、新型耐火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产值力
争突破 350亿元、先进金属材料产值达到
300亿元，高性能复合材料、3D打印材料
和生物医用材料产值达到50亿元以上，新
能源电池材料产值力争突破50亿元，以先
进半导体材料和新型显示材料为主导的电
子信息材料产值突破 100亿元，培育形成
河南省重要的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

此外，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的机数新材料数字智造研究院也于今
年2月投入运行。研究院将致力于融合机
器人、人工智能和量子化学等科学工具，
为郑州航空港补上“学”与“研”的短板，发
展智能化学的研究新范式，实现新材料的
数字化智能制造，为化学、化工、材料等
产业降本增效。

一个个项目落地，一次次填补空白，郑
州正砥砺奋进，全力实现新材料产业从大
到强的新跨越，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方向稳步前行。

新材料产业：超“硬”超“强” 拔节生长
郑报全媒体记者 金鑫 刘地 文 李新华 图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许晨晨

钢筋水泥可以卖钱，好空气、好风景、好村落一样有“钱
景”。春风做伴，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金水区兴达路街道的“美
丽经济”吧！

黄河金水区段，途经兴达路街道马渡村、黄岗庙、来童寨三
个村庄。伴着花香，站在马渡观河广场，黄河景色壮美，大堤两
边的树木、花草列阵迎接，姹紫嫣红，绿意盎然。

美景呼唤“钱景”，这不，各式各样的娱乐美食前来报到了！
广场上一字排开的小吃摊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套圈、打枪、摸
奖这些小游戏让人一下回到了童年；五彩斑斓、形态各异的气球
随风飘动，一下俘虏了孩子们的心。“这一天挣个三四百块钱没
啥问题，周六周日还会再多些！”烤肠的摊位上，摊主尹大姐忙得
不可开交。

马渡村，因“泥马渡康王”历史典故而得名，历史上这里曾经
是黄河上的古渡口，是连接古都汴梁、洛阳和沟通黄河南、北
重要的货运码头，昔日车船云集、商贾如潮。 随着美丽乡村
建设潮涌潮起，马渡村实现了从美妙传说到动人传奇之惊人一
跃——原先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腿泥”变成如今的一家一户
的小别墅，宽敞的柏油马路。

马渡村展示的正是这样的灵动“钱景”——“马渡梦想科创
小镇”慕“景”而来，以国家级创业小镇为目标，积极承接金水科
教园区产业外溢，现已入驻科创、文创、农创等各类企业 67家；
农家乐、民宿、“一分田”的兴起带动村民的收入提高；文化墙、村
史馆、免费的足球场地、乡愁广场等更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刚退完房，还没打扫完，下一拨儿客人已经到了！俺的‘幸
福湾’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了！”来童寨“幸福湾”民宿经理人娜
娜自豪感溢于言表。

“幸福湾”民宿是来童寨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颗明珠，真可谓
不来遗憾，来了震撼——民宿中涵盖水泥主题、儿童主题、商务

“轰趴”等12套不同的房型，共计50个房间，有觥筹交错的朋友
“轰趴”，也有幸福和谐的亲子度假，前后两个院子让人惊喜不
已，前院喝茶赏花，后院烧烤狂欢，都市人在这里寻觅到一处“心
灵驿站”。

除了幸福湾民宿，坐落在来童寨的潘多拉森林动物王国，占
地面积 350亩，汇集了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珍稀动物 100余
种，上千只萌宠动物零距离互动体验，为游客创造一个全季节、
全龄段的互动体验式生态动物园。

美景带来“钱景”，“美丽经济”在兴达路街道已然生根开花
结果，一个属于金水的“世外桃源”“郑”等所有人前来打卡。

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
石看河南。

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梧桐街121
号，坐落着一家被俗称为“三磨所”的
研究所，就是这样一家并不显山露水
的研究所，奠定了我国在全球培育钻
石行业的领先地位。在一台CVD（化
学气相沉积）人造钻石机器内，人造钻
石正在一个“托盘”上缓慢“生长”。

“CVD方法制造钻石大概一个半
月可以出一盘，同样一克拉的钻石，价
格是奢侈品牌的五分之一。”三磨所总
经理助理孙兆达介绍。

其实，郑州三磨所只是郑州市新
材料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郑州市坚持围绕新材料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持续优化新材料产业创新
发展生态，新材料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产品已涵盖了超硬材料、先进金属材
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先进半导体材
料、新型显示材料等领域，形成了高端
耐材和超硬材料两大优势。

2022年，全市耐材年产量占全国
30%，占全省65%，是全国最大的新
型耐材基地；全市人造金刚石产量达
23.9亿克拉，立方氮化硼聚晶产量占
全国总产量超过80%，立方氮化硼单
晶产量超过70%，精密加工用超硬材
料工具产量超过30%。

中原大地上，奋笔疾书着新材料
产业高质量发展画卷。

恰春风十里，露营正当季。刚
刚过去的周末，郑州最高温度达
到 26℃。“热出圈”的不单是天气，
还有帐篷、天幕、烧烤架……约上
三五好友，寻 一 片 绿 地，撑起一
块天幕，搭起一顶帐篷，备一桌美
食……周末的“朋友圈”里，人们不是
在露营，就是在去露营的路上。

如今，露营风已吹进千家万户，
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让“露营”经济
也迎来最旺季。每到周末，蝶湖公园
里人潮如涌，这里有网红戒指桥、金沙
滩、法云寺，还有大片草坪和一湖碧
水，成为很多市民的“露营基地”。

“在郁郁葱葱的草坪上，心情真
的很放松。为了带家人来露营野
餐，我上周专门购买了一套露营装
备，以后周末闲暇时，就能来到户外
好好感受生活了。”4月 2日，市民李
莉从郑州南郊慕名而来，在蝶湖公
园的草坪上，撑起了天幕，架起了帐
篷，天幕下众好友相谈甚欢，帐篷里
孩童嬉戏打闹，好不惬意。

李莉告诉记者，在购买露营装
备时，她对比了网店和实体店，为了

追求最高性价比，她选择了在网上
下单。帐篷、天幕、野餐垫加上蛋卷
桌和折叠椅，她一共花费了2000元
左右。后期，她还会再选购一些小
型烧烤架、卡式炉、锅具等，不断丰
富自己的露营装备。

记者通过各网上购物 APP 发
现，露营分为过夜露营和不过夜露
营。目前，很多新手基本上选择在
公园、湖畔或者近郊草坪，简单铺上
野餐垫，搭起帐篷等，把下午茶搬进
大自然。过夜露营就需要很多专业
露营设备，除了帐篷、睡袋外，还需
要野炊、照明等装备。热销榜单显
示，户外帐篷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
等。目前赶上销售旺季，很多商家
都是48小时内现货现发。

露营装备除了线上促销火热，
线下实体店也卖得越来越好。

“这个椅子双层帆布很牢固，我
觉得坐着还挺舒服的。”4月2日，记
者走进位于南三环京广路附近的迪
卡侬门店，一进门就能看到帐篷、折
叠椅、露营地垫等露营装备摆放在
入口处的最显眼位置。前来体验、

咨询的顾客络绎不绝。负责该区域
的销售人员刘晓晨告诉记者，迪卡
侬户外装备十分齐全，就露营装备
而言，从帐篷、桌椅到睡袋、炊具等
商品有上千种，从3月份开始，店内
就备足了货。4月春暖花开，露营设
备迎来了销售旺季。目前，店内新
推出的扶手椅、月亮椅系列产品销
售火爆。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更多看中的是露营的舒适性、精致
性和专业性。

露营风吹来新商机。据天眼查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国露营
相关企业 12.5 万余家，其中，2022
年新增注册企业 3.3 万余家，新增
注册企业增速达 39.6%。河南拥有
露营相关企业有 4300 余家，2022
年新增注册企业1250余家，新增注
册企业增速达 45.5%；从区域分布
来看，郑州、周口以及洛阳，三地相
关企业数量排名靠前。

目前，以“露营”场景为核心，不
少餐饮企业也纷纷打造出沉浸式露
营体验+火锅、烧烤等新餐饮模式，
深受消费者追捧。

春风吹暖“露营”经济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前两个月全省快报
企业经济企稳向好

营业总收入增长11.1%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我省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定

向好政策初步见效。记者昨日从省财政厅获悉，前两个月，纳
入全省财政部门统计范围的快报企业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
态势，1～2月，全省快报企业营业总收入7104.9亿元，同比增
长11.1%。

全省近八成工业行业收入增长，其中，电子、有色、机械、
煤炭和电力行业位居工业行业前五位，收入合计 3717.7 亿
元，占工业行业收入的66.7%。全省快报企业实现利润239.1
亿元，同比增长5.2%，近六成工业行业利润增长，其中，烟草、
机械、煤炭、食品和化工行业利润位居工业行业前五位，利润
合计142.9亿元，占工业行业利润的83.6%。全省快报企业应
交税金 456.5 亿元，同比增长 9.5%；已交税金 455.3 亿元，同
比下降7.4%。

今年郑州质量发展工作要点确定

围绕四大领域
培育“美豫名品”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4月 3日，我市召开市
场监管系统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会议印发2023年郑州质量发
展工作要点，根据安排，2023年，我市将围绕“工业品牌、农业
品牌、服务业品牌、区域品牌”四大领域实施“美豫名品”培育，
计划全年争创“美豫名品”10个以上。

据了解，2023年，全市质量工作将以质量强市建设为目
标，深入学习贯彻《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扎实做好“十四五”质
量强市建设规划任务落实，持续开展河南省质量强县示范县
创建活动，开展第九届市长质量奖评定工作。

在质量提升方面，围绕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
点质量问题，持续开展质量提升、质量帮扶、质量激励等工作，
完成20家“专精特新”企业质量诊断品牌培育试点工作，对命
名的10家企业卓越绩效孵化基地做好跟踪帮扶。

重点围绕“工业品牌、农业品牌、服务业品牌、区域品牌”
四大领域实施“美豫名品”培育，建立“美豫名品”培育企业库，
引导企业积极参与“豫美名品”品牌申报评比活动，全年争创

“美豫名品”10个以上。
在质量基础设施服务效能方面，贯彻落实河南省质量基

础设施“进十城、入百园、助千企”活动，支持中小微企业实施
技术攻关、质量改进，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加快建设郑
州市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年底前，每个区县
（市）至少建成一个线下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

露营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休闲方式露营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休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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