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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战略”的省会实践 之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篇（上）

纲举目张 科技创新恰逢其时
早春的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

内，常见人们步履匆匆，无人驾驶
的公交车忙碌着，湖畔柳丝映水、
秀美静谧。这里作为中部首个全
国“双创”活动周的举办地，吸引了
大量的科创企业和青年人才，在全
国形成“北有中关村、南有深圳湾、
东有长阳谷、西有菁蓉汇、中有龙
子湖”的“双创”版图。

科技创新俨然成为城市的新风
尚，而这一切，得益于郑州将“科技
创新”作为发展新引擎的系列措施。

2021年 9月 7日，河南省委工
作会议召开，把实施创新驱动、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为“十大
战略”之首，对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作出系统部署。

2022年2月15日，壬寅年元宵
节当天，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体会议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再
次“扣题”，提出郑州要深入推进创
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行动，加快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和人
才高地。

“今后五年，郑州将坚持把科
技创新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
功能来打造，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科技兴市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打造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加快构建‘一带引领、两翼驱
动、四区支撑、多点联动’的城市科
技创新格局。”《中共郑州市委关于
制定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为郑州科技
发展擘画了新蓝图。

深植厚培 科技创新正得其势
以往，人们提及河南或是郑

州，或许会想到“粮食大省”“商都
文明”，而今，这个“麦田里的守望
者”，正在全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科

创新名片，仅去年一年，郑州科创
工作就有了显著提升——

科技平台建设迈出新步伐。
省科学院重建重振正式揭牌，与中
原科技城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嵩山
实验室、黄河实验室、神农种业实
验室相继挂牌运营。

创新主体培育再上新台阶。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优化
高企申报认定流程，全年新增高企
1212家，总量 4130家，同比增长
41.4%，全省占比 49.22%。新增科
技型企业 2172 家，总量达 10018
家，同比增长27.7%。

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
一批关键“卡脖子”技术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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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所
研制的激光雷达闪耀太空，作为交
会对接的核心设备，精准引导神舟
十三号飞船和天和核心舱交会对
接。全市9项科技成果获2020年国
家科学技术奖，占全省获奖项目的
53%。15个项目进入 2021年河南
省国家科学技术奖备选提名项目
库；6个项目进入 2021年度河南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现场考察名单。

科技人才工作步入新阶段。
积极贯彻落实“郑州人才计划”，启
动创新创业团队项目申报工作，受
理 2021年度创新创业团队资助项
目37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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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审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889件，引进外国高端人才 42
人、外国专业人才 548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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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正创新 科技创新风起帆张
如何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

量”，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

大增量”？
“我们将以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为

目标，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建设
国家创新高地的实施意见，坚持技
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大
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
体系，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
业创造动能，让科技创新成为郑州
最强音！”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说。

2022年，郑州将把创新摆在发
展的逻辑起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核
心位置，聚焦“六个一流”，构建“三
大体系”，实施“八类专项”，全面提
升科技创新能级，营造极具活力的
创新生态环境，全力打造国家创新
高地——

“六个一流”即坚持把打造一
流创新生态作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的根本之策，聚焦建设一流创新平
台，凝练一流创新课题，培育一流创
新主体，集聚一流创新团队，创设一
流创新制度，厚植一流创新文化，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
制度链共生耦合，着力打造一流创
新生态，增强科技硬实力。

“三大体系”即构建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体系、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支持推动
已揭牌的嵩山、黄河等省实验室建
设，积极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
队”，争取纳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体系。

结合郑州优势资源，我市还将
实施八类专项：

中原科技城与省科学院融合
发展专项，把中原科技城建设与省
科学院融合发展，作为郑州带头实
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
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重点突破的
头号工程，引才育才的重要平台。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专项，开

展人工智能在物流、制造、农业、交
通等重点领域创新应用，实施一批
人工智能创新专项，提升人工智能
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创业团队引进专项，着力
打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环境，引进培
育市级创新创业团队项目30个。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专项，力争
再引进一批国内知名高校、国家级
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等高端
创新资源来郑设立新型研发机构。

全域创新能力提升专项，结合
我市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需求，重
点在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生物医药等新基建领域凝练实
施一批一流课题和重大科技项目。

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专项，构建
技术转移一体化格局，依托国家技
术转移郑州中心，引进和培育技术
转移机构，加快建设郑州技术交易
市场，建立技术经纪人体系。

科技体制改革攻坚专项，赋予
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
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
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最大限度
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

科技创新政策支撑专项，重新
梳理完善企业培育、新型研发机构
建设、重大创新专项、科技成果转
化、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政策，努力
打造政策高地。

欲展鹏程十万里，且趁东风行
大船。

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中心城
市核心功能，立足郑州在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中的责任与使命，围
绕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
定位，大力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打造更高水平的国家高质量发
展区域增长极，为中原更加出彩、
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郑州，已然在行动。

从“郑州制造”到“郑州智造”

以科技创新最强音奏响郑州发展主旋律
初春的郑东新区郑州之林公园内，柳枝遥看已有新绿。徜徉于这里的市民发现，陪伴他们散步的多了几台机器人——它们的

外观像一辆无人驾驶的小车，前端伸出来“象鼻子”一样的吸口，遇到垃圾能“聪明”地“吸食入腹”并进行分类；“看到”行人没戴口
罩，还会礼貌地提醒……这几台集保洁与巡视功能于一体的机器人，2021年12月刚走出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的实验室，正式“服
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机器人是郑州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这样的“郑州制造”到“郑州智造”，在郑州，并不罕见，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核心、第一动力。
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大东 李娜 覃岩峰

团结一致向未来，奋斗实干启新程。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历史节点、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动员全市上下以建设现代化国
家中心城市为统揽，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开展“三标”活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这是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省委对郑州的期待要求的准确定位，是新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抓落实、促发展、见成效的工作方法、思路和目标，也是面向全
市党员干部群众发出的总动员。

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作为正在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和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郑州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担当。2022年也是省委实施“十大战略”的开局之年。深入推进“十大战略”，既是全省的任务，更是郑州的主要任务，是贯穿
郑州经济工作的主抓手、主任务、主路径。郑州肩上的使命之重，是河南之重，中部崛起之重，全国发展大局之重。

为宣传贯彻好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今日起本报推出《“十大战略”
的省会实践》系列重磅报道，全面、深入、扎实展现“十大战略”所涉领域取得的成绩、主要做法和目标方向，切实把每一个战
略、每一项举措宣传好报道好，凝聚起全市上下全力开局破题、奋力高台起势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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