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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栉风沐雨，辛勤耕耘，高新区已
经成为中国中部颇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
业高地，高新高端创新资源富聚为智慧城
市植下了肥沃的土壤：

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大学、河南工业大
学、郑州轻工业学院等一本高校坐落于此；
郑州机械研究所、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
所、中国烟草郑州烟草研究院、中船重工
713研究所等8个部属院所在此安家；盾构
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5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等 4
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11个国家级工程中心、
41个市级以上院士工作站和663家市级以
上研发机构在此集聚……科技人才和创新
资源密度中部领先，让“智慧高新”的架构
和梦想渐行渐近。

特别是2018年，郑州高新区进行了人
事薪酬与管理体制的改革，成立了4个专业
化机构，智慧产业发展中心就是其中之
一。管委会更是将经济发展局培育发展主
导产业、统筹推动主导产业的职能调整到
智慧产业发展中心，着力推进智慧高新建
设。这意味着郑州高新区的信息化建设工
作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智慧化阶段。

未来触手可及，“智慧高新”目标已然
落定：到2018年底，高新区新型智慧城市
雏形基本形成；建立健全郑州高新区新型
智慧城市工作机制，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合
理、责任明确、运转顺畅的新型智慧城市推
进机制；建设智慧城市云平台和大数据中
心，为全区各级各部门提供数据交换、共
享、分析等服务，为各领域智慧应用提供有
效支撑；启动以政务服务一网通、协同办公
为核心的应用建设，让老百姓和城市管理
者切实感受到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便利；
打造一批以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安
监、智慧政务为代表的重点特色应用。

到2020年，高新区新型智慧城市可持
续发展模式基本形成：建成高速、互联、泛
在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建成开放、共享、
安全的数据资源利用体系；建成便捷、高
效、智能的智慧应用服务体系；建成自主、
可控、可靠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成创
新、多元、绿色的智慧产业生态体系。

回溯30年来时路，郑州高新区筚路蓝
缕，奋勇开拓。今天，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
节点，重温过去，憧憬明天，“智慧高新”俨然
是一首恢弘悠远的交响乐章，正徐徐奏响。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动力足
建设宜业宜居智慧高新新城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应仅看其钢筋水
泥所承载的恢宏建筑，还应看其无所不
在的科技元素所折射出的未来前景。

今年以来，郑州高新区科技亮点频
现：4月，第十五期钱学森论坛在高新区
举行，10余位院士与地方政府、有关企
业，集贤汇智，聚焦智慧产业，建设智慧
社会，助力中原更加出彩；10月，高新区
与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签约，合作举办
2018首届世界传感器大会，着力打造
以高新区为核心的中国传感谷，招商引
资、引智、引团队、引平台。

以会载道，传承钱学森战略科学家
思维，从郑州高新区的创新实践出发，加
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和智慧社会建设，为高
新区智慧城市打开一扇智慧之门；以会谋
远，首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将进一步助推
高新区“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建设，
在全球传感器产业烙下“郑州”记忆，让高
新区建设智慧城市之路越走越宽。
郑报融媒记者 覃岩峰 孙庆辉 文/图

在第十五期钱学森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江兴表示，将利用可见光通信技术在高新区建
设世界首个智慧家庭2.0版示范区，并在3年内使
智慧家庭发展到3万户。

从蒸汽时代、电力时代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
科技在建筑、交通、能源、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文化
传播等各个领域塑造着日新月异的城市，这在高
新区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谋事先谋势。为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去
年以来，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新亭
带队，先后对贵阳、深圳、杭州、咸阳等地开展了
实地调研，就各地在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实施路
径、建设成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学习，在
充分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高新区开始谋划实
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结合高新区长远规划和内在需求，通过深度
研学与谋划，如今高新区建设智慧新城的轮廓越
来越清晰，“善政”“兴企”“惠民”的三大目的和意
义也越来越明确。

善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智慧
城市建设为切入点，开展政务智慧应用建设，使
之成为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增强

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强化社会治理能力的工具
和抓手。

兴企：加快产业升级，服务产业经济。高新
区要壮大区内企业，吸引外来企业，形成产业发
展生态链，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需要打造稳定
成熟的智慧城市框架，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空
间和环境，带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
和新兴产业的融合，拉动经济增长。

惠民：高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便民惠民服
务。在教育、医疗、创业、社区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让群众感受到政府的服务，让群众可以用最短的
时间获得最全面的服务，提高群众对政府的满意
度，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经过30年发展，高新区由一片荒芜之地发展
成为现在创新能力领先、产业特色明显、城市功
能基本完善的新城区，在全国 156家高新区中排
名第21位，进入创新型科技园区和国家自创区序
列。谋定而后动，今年 1月举行的高新区领导干
部(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聚焦智慧产业，发展
人工智能，围绕产业链，布局科创链，完善金融
链，强化政策链，着力打造更加宜创、宜业、宜居
的智慧新城，奏响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集结号。

开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高新”如何建？高新区明确，以云平台
为支撑，以全面感知、互联互通和大数据开发利
用为核心，以组织、资金人才为保障，全力开展
“1+3+N”郑州高新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1+3+N”即“核心支撑一平台、城市运行三中
心、多元服务N应用”，分别从三个层面对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设计，这三个层
面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交叉渗透的。

核心支撑一平台：是支撑郑州高新区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的智慧城市云平台，为各级政务部门
提供信息化基础资源、数据支撑和业务支撑服务。

城市运行三中心：包括智慧城市大数据中
心、智慧城市运行指挥中心和超算中心。

多元服务N应用：建设以智慧教育、智慧交通
为重点的惠民服务应用；建设以协同办公、智慧环
保为重点的政务应用；建设以企业服务平合、经济
运行平台为重点的产业应用；建设以一网通、一格
通、一点通、一号通为重点的通用应用。

顶层设计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勾画出一幅亮
丽蓝图，愿景的实现则必须依托一个个重点、亮点
项目来推动。目前，郑州高新区已集聚郑州威科姆
科技股份公司、汉威科技集团股份公司、新华三大
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等一批智慧产业相关企业，智慧
效应初显。但要想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

程中担当更多责任、奉献更多智慧、做出更大贡献，
则需要更多的项目和企业作为新的助推动力。

如今的高新区正在围绕“聚焦智慧产业、建
设智慧社会”布局发展，实施一批战略性、基础
性、支撑性的项目，智慧产业正在成为驱动郑州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正在加快谋定启动的十个抓手级工程就有
许多重要举措：高质量党建工程、中国（郑州）智慧
传感谷规划建设工程、千亿级网络空间安全产业打
造工程、大数据产业培育工程、北斗应用四区两中
心一基地建设工程、科技金融港建设工程、智慧高
新建设工程、智慧家庭2.0三万户规模示范工程、国
际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工程、产城更新示范工程等。
十个抓手级工程，如星星之火，将形成燎原之势。

窥一斑而知全貌，细数这些抓手级工程，足
以颠覆你对未来城市的感知：三万户以上规模的
智慧家庭 2.0示范工程，依托区内科研院所可见
光通信和拟态防御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示范工
程建设迅速带动智慧家居相关产业；5平方公里
以上的中国智能传感谷，将依托区内良好的智能
传感器产业生态，打造智能传感器产业组团；一
大批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领域的高端研发机构、
优质企业和优秀团队集聚，依托区内产业生态，
打造千亿级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产业组团。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绘就“智慧高新”蓝图

鎏金高新 杨劲 摄

高
新
历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