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88
20232023年年88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编辑编辑潘松潘松校对校对尹占清尹占清

浩荡东风鼓满帆

多功能气象站、太阳能杀虫灯、智能化灌
溉设施、波频能量增产仪……在惠济区重点
项目之一的中国广电（河南）5G微园区，有这
样一家农业产业数字化领域的创新型企业
——河南中广德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数字
智慧，该公司正全力打造国内乃至全球领先
的新一代5G智慧农业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
赋能乡村上云用数赋智。

河南中广德农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广电
河南公司孵化的专注于农业产业数字化解决
方案的服务商。该公司通过构建“天—空—
地”一体化的大田物联网测控、遥感监测、智
能化精准作业等数字化系统，推动小麦全产
业链数字化升级。2022 年，该公司与中国广
电河南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利用中广 5G、炎
黄云等优势，自主研发 5G 数字化综合服务
平台，为智慧农业、数字乡村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在周口国家农高区、惠济区建设了数
字运营中心和 5G 农业基地，规划建设 10 个数
字乡村示范样板，打造 100 个 5G 智慧农场，培
育 1000 家智慧终端，服务 10000 个新型经营
主体，致力成为 5G+数字农业服务领先企业。”
河南中广德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涛说。

目前，该公司在周口国家农高区核心郸城
县汲冢镇建设 5G 小麦全产业链数字化示范
项目，示范基地面积 3000 亩，通过 5G+数字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精细化运营，培养“数”技
农民，提升管理效力、达到效能 20 人/万亩，
降低亩均投入成本 20 元/亩，综合增加收益
12%，通过优“种”精“种”亩均增产 130 斤。

在惠济区中国广电 5G、炎黄云新一代 AI
算力中心等优势的加持下，该公司组建 5G 智
慧农业生态联盟，联合 10 余家行业生态合作
伙伴自主研发“小麦全产业链 5G 数字化综合
服务平台”，通过基础数据与实时数据相结合，
实现对小麦产业概况、种植、加工、仓储、产销、
知识、物联网等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展示。

“我们聚焦小麦全产业链打造‘1+1+3+
4+5+6’的整体解决方案，即 1 套云网端支撑
体系、1 个综合服务平台、3个价值贡献、4 个
建设目标、5 个服务对象和 6 个 5G 农业场
景探索，融合了多源卫星数据、无人机、传感
器数据，利用 AI技术和卫星遥感技术，通过
自研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结合人工
智能技术为小麦全产业链提供高价值数据，
从而帮助新型经营主体突破原有业务逻辑，
实现新增长。”王涛说。

除了正在高速发展的河南中广德农科技
有限公司之外，中国广电（河南）5G 微园区
里，移动通信领域两大央企驻豫总部、河南上
实投资等多家总部型企业也已签约入驻，园
区规模正逐步壮大。

中国广电集团是新组建的大型中央文化
企业和新晋基础电信运营商，中国广电河南公
司是中国广电集团在河南的控股子公司，一直

以来充分发挥央企的资源禀赋优势，聚焦数字
经济积极探索打造5G产业生态，赋能垂直行
业。今年2月，该公司在惠济区委区政府大力
支持下，聚焦5G双碳、5G农业和5G文旅三个
产业互联网场景组建了5G微园区。

“目前微园区刚运行半年多时间，签约注
册企业 23家。以中国广电移动公司、中国广
电内容公司等4家驻豫央企总部型经济为引
领的产业生态已初具规模。”5G微园区负责人
介绍，园区按照“投入即运营，运行即效益”的
思路，围绕“项目为王、投资带动、科技引领”三
大目标展开工作，预计今年实现产值10亿元，
税收2000万元，超额完成预定目标。伴随着
产业生态的不断壮大和完善，该园区计划3~5
年内孵化一家数字经济领域上市公司，做优、
做实中国广电5G双碳产业研究院、河南省乡
村振兴直播产业基地，聚焦双碳、农业、文旅等
行业打造数字产业样板项目。

河南中广德农科技有限公司——

为智慧农业提供解决方案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军方杨丽萍 文/图

立秋己过，骄阳依旧。走进中国储运
（郑州）产业园，乘坐电梯来到办公大楼 10
层稍停，倚窗眺望，一排排标准化的厂区和
展示厅，映入眼帘，规整有序，一字排列，在
烈日骄阳下挺拔和壮观，喷薄欲出的生产力
正在凸现。

这里，是郑州南站片区“点睛之笔”，也是
管城区三大片区的“硬核”之一，更是现代化
城市建设退城进园、腾笼换鸟的生动实践。

这里，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一天在生长。
“就在 10年前，一直守候在二里岗和货

站街，那里有专用铁路线，经营钢材、铝锭和
橡胶等大宗商品交易，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退城进园、腾笼换
鸟。走出二里岗，仰望天外天！”中储郑州陆
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储运（郑州）产
业园项目负责人韩枫娓娓道来，感慨良多。
中储郑州陆港物流有限公司，是中国物流集
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切实肩负央企社会责任，服务服从经
济社会发展，走出现状，转型升级。经过一年
半的市场考察调研，观摩比对，形成强烈共
识：放眼全球，紧盯前沿，立足河南，站稳郑
州，融合郑州东南部发展共生共荣，积极筹建
中国储运（郑州）产业园项目。

稳健前行，绽放新活力。韩枫介绍说，
2013年 7月，谋划布局，2017年正式登陆郑
州南站片区，2020年开始建设，2023年 7月
园区竣工。该园区位于郑州东南部的郑州南
站核心区，总投资 10亿元，占地面积 227亩，
总建筑面积 17万平方米。园区以“服务现代
流通、保障国计民生”为使命，依托“中国物
流”和“中国储运”品牌优势，积极融入郑州区
域经济发展，以中储郑州陆港物流有限公司
优质物流资产为基础，创新物流资产经营模
式，应用物联网等新技术，建立交易信息大数
据平台，打造园区智慧共赢生态圈。

韩枫表示，用 3 年至 5 年的时间，积极
整合新能源汽车和乘用车，提供展示、交
易、交付、金融、保险等服务，倾力打造百亿
级产值的汽车综合产业园。眼下，客商签
约率达到 90%，路虎、宝马、理想、哈雷等知
名企业纷纷登陆，预计入驻企业 40 家，年
纳 税 额 有 望 超 过 5 亿 元 ，带 动 就 业 人 数
5000人左右。

在现场，南曹街道办事处主任申超信心
满满，郑州南站片区根植辖区，扎实开展“万
人助万企”工作，坚持一个企业或项目帮到
底，一个问题跟到底，一个专班干到底，豫五
路、豫十路等道路快速推进，拆迁工作完成
80%。启动商通路、商达路等 14 条道路建
设，助推郑州南站建设提质提速。上半年，走
访企业260余次，让项目落实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共同分享发展红利。

郑州南站宛如“航空母舰”，产业园区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和“垫脚石”。
如今，郑州南站片区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
突破创新，谱写新篇章。管城区积极融

入郑州市和全省发展大局，谋划建设商代王
城遗址、金岱科创城、郑州南站枢纽产业园三
大主体功能区。在郑州南站片区，30平方公
里城市设计和产业规划正投入实体化运行。

一个个园区正加速成长，郑州南站枢纽
产业园、郑州南站青年双创科技园、中国储运
（郑州）产业园、郑州智能创新产业园和张仲
景大药房总部企业产业园等园区火力迸发，
加速动能转换。郑州南站枢纽产业园区按照

“集中连片、滚动开发、完善功能、产城融合、
品质一流、内涵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园区 4
大类 42个项目，强化枢纽产业园经济建设主
阵地、主战场作用，拉开建设大幕，打开发展
空间……着力构建生态型、现代化城市新空
间，建设成为郑州东南部具有地域特色的新
门户和“城市副中心”，创新活力加速释放，发
展新动能持续增强，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储运（郑州）产业园——

南站片区“点睛之笔”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 何亚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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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金城大道鸿典路交叉口北行约
一公里，寻常巷陌，郁郁葱葱之间，掩映
着一处静谧优雅的小院。“山不在高，有
仙则灵”，这便是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
研究院。

远离主城区却亲近新产业，作为引
领中原地区新产业的“开拓者”，2016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所联手郑
州市政府、金水区政府，三方共建的郑
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乃是当今
勇立潮头前沿科研事业单位。大厅正
前方竖起的最抢眼的两句话“引领过程
工程科学前沿，开创绿色制造变革技
术”，彰显着新起航的研究院的志向使
命和责任担当。的确，研究院项目是政
府投资的省市区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
将在集聚高端人才、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于无声处听惊雷”。研究院立足
郑州，面向河南及国家绿色低碳发展需
求，重点在新能源、新材料、绿色技术、
节能环保等领域科研布局，开展战略
性、先导性、前瞻性重大技术攻关及工
程化研究，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及高新技
术企业孵化，引领绿色制造产业转型升
级。

起步即冲刺。研究院项目位于郑
州市金水区科教园区内，拟建筑设施面
积约 12 万平方米。一期工程总建筑面
积 6.2 万平方米，涵盖科研办公、标准实
验室、工程实验室等多个功能室，可满
足 1000 人科研、办公需求。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
期”。如今，走过七年创业之路的研究
院已是鲜花怒放，硕果满枝：

——高效运转的体制机制打通高
质量发展“管道”。研究院通过建立灵
活引人用人机制，多渠道搭建各类创新
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业已打

通“基础—应用—产业化”的贯通式研发链条，为创新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打造支撑地方产业发展的协同创新研发平台。作
为省政府命名的首批“河南省重大新型研发机构”，研究院
与河南大学共同牵头成立“龙子湖新能源实验室”，目前共
获批河南省低碳能源技术中试基地等省级平台 11 个、市级
平台 10个；与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及实验室 9个。

——构建需求驱动、协同攻关的高效科研模式。聚焦
国家重大战略，聚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优势科研
力量，研究院在 CO2 转化利用、新一代规模储能领域，获批
国家级变革性课题 10 项；以技术开发、技术合作等多种形
式加速成果转化，覆盖河南省 18地市及周边省市，助力河南
能源集团、宇通客车等 300 余家企业突破关键技术难题，落
地转化项目 78 项，在郑转化 15 项，累计为企业创造产值超
40亿元。

——搭建研发—工程—产业化的人才梯队。迄今已累
计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 20 余名，形成了由院士领衔，汇聚
杰青、优青等高层次人才带领的 300 余人高水平研发队
伍。研究院积极实行科教融合战略，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等高校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并获批“郑州市级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希望永远在未来，未来属于奋进者。生机勃发的郑州
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一直走在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
大道上：

——组建国际一流的研发团队。未来，研究院将持续引
进院士、杰青等学科带头人 5~10 名，丰富研发团队力量，形
成高层次人才引领的 1000人高水平研发队伍。同时借力借
智正在完善中的博士后工作体系，增强引才爆发力，释放大
能量。

——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围绕“双碳”目标，组织开展战略
性、先导性、前瞻性重大变革性技术攻关，突破氢能

“产—储—用”、光学级 PC高清镜头材料、PMMA风
电叶片、MW级钙钛矿光伏发电、CO2捕集及利用新
技术等方面“卡脖子”技术“瓶颈”。

——争创低碳工业过程全国重点实验室。锚
定国内顶尖、国际领先的智慧能源创新
高地与研发中心，打造风光电、氢能、储
能、生物质能的“产—储—用”创新链

条，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
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孵化新

能源产业。
党贺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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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新兴实验室内景中科新兴实验室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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