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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策东风保驾护航

为激活科技创新“强引擎”，郑州市近日推出系列
政策组合拳，以“真金白银”的硬核举措为科技企业成
长护航。

支持高层次人才团队来郑创新创业。对备案的高
端创业团队项目给予最高 2000万元资助，高端创新团
队项目给予最高 1000万元资助，创业领军团队项目给
予最高 500万元资助，创新领军团队项目给予最高 300
万元资助……

5月 28日，郑州印发《郑州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
若干措施》等 5个政策性文件，26条利好举措进一步支
持科技创新。一揽子政策全方位赋能郑州市科技金融
发展，着力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促进新质生产力
培育发展。

科技金融是推动郑州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是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持久动力。截至 2024 年年底，

“郑科贷”业务累计为 2646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
款支持，贷款总额达 117.87亿元。

“郑科贷”就是我市以金融之力赋能科技创新、为郑
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的具体实践。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郑州实践正释放强劲引力，
郑州推出青年人才生活补贴、购房补贴、创业扶持组合
政策，构建“来郑有补贴、留郑有保障、创郑有支撑”的人
才服务体系。

6月 22日，金水区 2025年首场人才安居计划专场
活动在郑举行，依托郑州市高层次人才首次购房补贴、
青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等政策红利，龙子湖高校园区的
高校教师与品牌房企在此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人才从

“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式转变。
“感谢郑州一系列的人才政策解决我们的后顾

之忧。”中机新材料研究院（郑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范
斌深有感触，2021 年他带着核心技术团队硕博士 20
余人“自带嫁妆”扎根郑州，在郑州高新区的“护航
下”，团队全员落户郑州，入住人才公寓，全心全意投
入科研。

强化人才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保障，完善安家补
贴、住房保障、科技分红等激励制度……

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营造良
好的创新生态和政策环境，改革举措接连落地，人才创
新潜力不断释放。

从科技金融的“源头活水”到人才生态的“强磁场”，
郑州正在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创新链驱动产业
链，让科技政策精准浇灌创新沃土，让创新这个“第一动
力”为中原大地发展提供澎湃动能。

本报记者 李娜 覃岩峰刘盼盼 文 马健 图

创新赋能创新赋能 走好走好““华山一条路华山一条路””

今年“6·18”期间，当“行
者二号”人形机器人在京东商
城被下单的瞬间，这个曾斩获
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
拉松季军的“科技网红”，正式
完成了从郑州实验室到全球
市场的跨越。

这一标志性事件背后，
是郑州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
支点，撬动区域创新生态质
变的生动实践，亦是郑州从
“中原腹地”挺进“创新磁极”
的再跃升。

点·全省科技创新的策源地

在中原科技城人工智能产业园
的无尘车间里，中豫具身智能实验
室的科研人员正调试着“行者二号”
的仿生肌腱驱动系统。这款搭载自
适应步态控制算法的机器人，其运
动能耗比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它
的商业化落地，正是中原科技城构
建创新平台矩阵的直接成果。

近年来，中原科技城抢抓人工
智能发展机遇，以中豫具身智能实
验室和中原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
院为抓手，以人工智能产业园为载
体，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目前，
园区已集聚人工智能头部企业20余
家，构建了涵盖技术研发、产品制造
与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

不只是中豫具身智能实验室，
中原科技城抓科研、强平台，重点聚
焦国家科研机构、实验室、研究型大
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关键要素，积蓄
强大创新势能，全省科技创新策源
地作用日益凸显。

省实验室体系的协同发力构
成了基础研究的“最强后盾”——
嵩山、墨子、黄淮等 11 家省级实验
室在中原科技城形成联动之势。
中原科技城全力服务保障省实验
室建设运营，制定中原科技城高能
级创新平台专班工作规则，统筹负
责高能级创新平台落地建设、过渡
空间保障等全流程对接服务。服

务保障省级实验室和产业技术研
究院落地运营，形成联动之势，并
协同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研究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

与此同时，积极对接吸引国内
外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新开工建
设北京大学郑州新材料高等研究
院。目前北理工、上交大郑州研究
院建设如火如荼，哈工大郑州研究
院一期投入使用，二期约 15万平方
米的科研教学场地也将陆续投入使
用。哈工大郑州研究院累计培养研
究生 2500名，河南省已成为哈工大
三个校区所在省份外最大本科招生
大省。

中原科技城还围绕生命科学、数
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打造一批公共服
务平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引进雷
神光电研究院，建成智能制造装备产
业服务平台。围绕生命科学，搭建集
公共技术服务、创新孵化器等于一体
的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同时，还
围绕智能算力，正在打造高速互联、
高效调度、安全可靠的算力公共服务
平台。

一座座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集
聚，让中原科技城创新热潮持续涌
动，创新生态逐步形成，新兴产业加
速涌现，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人才是推动创新的关键资源。
在中原科技城“海汇·银河里”

人才主题街区的咖啡吧内，一群平
均年龄不足 30 岁的科研人员正激
烈讨论着人形机器人的算法优化。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这座科技新城
上演 ——中原科技城将“人才高地”
建设作为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积
极抢抓政策机遇，加快建设河南省
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

通过政策引才、平台聚才等，累
计吸引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徐红星
在内的 3700余名高层次人才，博士
博士后 1万余人，青年人才超 22万
人，各类人才总量达 28.1万人，人才
平均年龄 30.4 岁，形成两院院士等
领军人才带动，研发、数字、技能人
才涌动的“天下英才聚中原”创新局
面。特别是随着省科学院、省实验
室等重大平台接连落地和“数字豫
才”深入推进，豫籍人才回归效应更
加凸显，形成五湖四海、八方英才竞
相集聚生动局面。

如今，中原科技城焕发出强大
的生机和活力，形成了创新人才高
度集中、创新要素高度整合、创新活
动高度活跃的蓬勃发展态势。

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发
布《科技城百强榜（2024）》，中原科
技城综合评价在全国 348个科技城
排名从 2022 年的第 31 位跃升至
2024年的第 15位，已然成为全省科
技创新的策源地。

线·一流平台汇聚创新势能

当“黄金壹号”矿用 TBM 在山
东莱州千米矿井中轰鸣掘进时，这
款由中铁装备研发的“地下蛟龙”，
正以每分钟 2.5 米的速度刷新硬岩
掘进纪录。与此同时，宇通纯电轻
卡 T5山地版成功登顶海拔 5200米
的珠峰大本营，成为行业首个完成
这一壮举的纯电品牌。这些“郑州
智造”的突破性成果，共同勾勒出
中原科技城驱动产业升级的清晰
路径。

翻看科技新闻，今年来，“郑州
智造”不断刷新着自己的历史。

5 月 8 日，山东莱州，三山岛金
矿和瑞海矿业地下千米矿井内，由
位于郑州的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研发的“黄金壹号”和“海岳一
号”“海岳二号”矿用 TBM（全断面
硬岩隧道掘进机）铿锵掘进。

5月 30日，宇通纯电轻卡T5山
地版世界屋脊配送完美收官，它从
成都出发，穿越 318国道，全程行驶
2714公里，跨越 4700米海拔落差，
成功抵达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本
营，成为行业首个驶入珠峰大本营
的纯电轻卡品牌。

这一件件“喜报”为“郑州智造”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郑州在智
能制造领域正迈向新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着
重强调，河南作为经济大省，要进一
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

这为河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中，郑州积极布
局，全力打造一流的创新平台，汇聚
各方创新势能。

郑州着力建设集成果转化、产
业培育、企业孵化等于一体的省校
合作平台，促使科研力量与市场主
体实现双向奔赴，让科技创新这个

“关键变量”，切实转化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郑州汇聚了来自全国顶尖学
府的智慧力量。截至 2024 年底，
郑州市重组新建全国重点实验室
7 家，在郑全国重点实验室达到
17 家，在郑省实验室达到 18 家，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4 家，引进一流
大学、科研机构共建郑州研究院
16家。

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们齐
聚一堂，为郑州带来源源不断的知
识红利。科研平台犹如强大的引
擎，为“郑州制造”提供源源不断的
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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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郑州研究院

金水区2025年首场人才安居计划专场活动

中豫具身智能实验室研发的智能机器
人火爆“出圈”

宇通纯电轻卡T5山地版成功登顶珠峰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