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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智

郑州出台13条政策
推动重点产业链改造提升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对工业企业
技改项目投资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
的，按不超过设备投资额的 10%给予
奖励……昨日，市政府发布《郑州市支
持重点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
造提升若干政策》，13条高“含金量”政
策推动我市重点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改造提升。

支持企业扩大技术改造投资方面，
明确对工业企业技改项目投资500万元
至1000万元的，按不超过设备投资额的
10%给予奖励。

支持绿色化改造方面，包括支持清
洁能源替代，对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建
设的光伏发电项目、工业绿色微电网项
目、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按不超过设
备投资额的 2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奖励最
高不超过2000万元）。打造绿色制造示
范标杆，对首次列入市级绿色（低碳）工
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的，分别
给予不超过 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加
快新型储能应用推广，对建设规模在
1000千瓦时以上的电力储能装置，投入
使用后，按实际放电量给予不超过 0.2
元/千瓦时补贴，单个项目补贴最高不超
过300万元。对具有示范性的新型储能
应用项目，按储能设施实际投入金额给
予项目投资方不超过 10%的奖励，最高
不超过300万元。

支持数字化改造方面，打造“智改
数转”示范标杆，对获评省级、国家级工
信部门认定的数字领航企业、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标杆、5G工厂、数据要素应
用场景试点示范（或案例），分别给予不
超过5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
获得国家级、省级工业互联网资金支持
的，按不超过上级拨付资金的 50%给予
配套。支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建设，对经国家或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管理部门认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按不超过项目建设金额的
30％给予项目牵头单位一次性奖励，最
高不超过200万元。支持工业企业开展
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多种场景应用示
范，单个项目按照其实际投入的 30%给
予最高 500万元资金支持，立项后给予
不超过财政支持资金 30%的启动经费，
项目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后给予后续
经费。

支持集群培育方面，对在国家、省
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胜出的，分别给
予集群发展促进机构不超过 300万元、
100万元奖励。集群晋级的按级差给予
奖励。

金融支持方面，包括实施技术改造
贷款贴息，对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技术
改造项目给予贴息。单个项目年度市
级贴息不超过 300万元，单个企业年度
市级贴息不超过600万元。

此次出台的三化改造政策，降低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的补贴门槛。现行政
策支持10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此政策
支持 5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技改项目，
形成政策互补，进一步惠及中小企业技
改投资。

此外，现行的省级工业设备更新贷
款给予贴息有效期截止到 2024年 12月
31 日，此政策新增市级贴息予以承接
和延续。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
期3年。

此次获奖项目（人）中，我市
有 215个项目（人）获省科技奖
励，占全省的 62.68%。其中，一
等奖25项，占全省的78.13%，创
历年新高。

其中，郭天财教授被授予
2024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郭天财进入河南农业
大学 50年以来，带领团队集成
创新了不同发展阶段小麦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体系，主持指导
创造一系列小麦高产典型，产
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并在生产
上推广应用，从栽培技术上支
撑河南小麦产量连年稳居全国
第一。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轻质及复杂构件精准钎焊关键
技术与应用”项目被授予 2024
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
等奖。轻质及复杂构件精准钎
焊技术是国内的“卡脖子”难题，
在 973、863、重大专项、重点研
发和河南省重大专项等支持下，
中国机械总院郑机所联合省内
7 家企业、高校、研究院所和上
海交大、天津大学、海尔集团等
行业优势资源，聚集 4家国家重
点实验室创新力量，历经 15年

持续攻关、梯次迭代创新，突破
了材料、工艺、装备、评价等方面
的共性技术难题，取得系列重大
突破，实现轻质和复杂构件的高
可靠精准制造和应用。

河南大学“大豆与根瘤菌共
生结瘤的环境调控机制”等 16
项科技成果被授予河南省自然
科学奖，其中一等奖 3 项、二
等奖 8 项、三等奖 5 项；郑州
大 学“ 双 靶 点 治 疗 艾 滋 病 1
类新药技术开发及应用”等 9
项科技成果被授予省技术发
明奖，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
奖 4 项、三等奖 2 项；河南农
业 大 学“ 玉 米 多 抗 广 适 高 配
合力骨干黄改系的创制与利
用”等 189 项科技成果被授予
省科技进步奖，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9 项、二等奖 106
项、三等奖63项。

在我市获省自然科学、技术
发明、科技进步奖三大奖214个
项目成果中，从第一完成单位性
质统计，高校88项、科研院所32
项、医院49项、企业45项，高校院
所占比56%，高于去年2.6个百分
点，创新策源能力进一步增强。
记者 李娜 陶然

2024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揭晓，郭天财获杰出贡献奖

斩获215项，郑州获奖数量过半

31 项 成 果 河 南 省 自 然 科 学
奖、13 项成果河南省技术发明奖、
297 项成果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12 月 11 日，河南省人民政
府发布《关于 2024 年度河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经省委科技委员会会议研究
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授予
郭天财教授 2024 年度河南省科学
技术杰出贡献奖；授予大卫·帕特
森教授（外籍专家）河南省科学技
术合作奖；授予“大豆与根瘤菌共
生结瘤的环境调控机制”等31项成
果河南省自然科学奖，其中一等奖3
项、二等奖17项、三等奖11项；授予

“双靶点治疗艾滋病1类新药技术
开发及应用”等13项成果河南省技
术发明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
奖6项、三等奖4项；授予“轻质及复
杂构件精准钎焊关键技术与应用”
等297项成果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26项、
二等奖158项、三等奖112项。

全力以赴，项目高质高产

此次获奖项目中，获得河南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轻质及
复杂构件精准钎焊关键技术与应
用”项目，针对轻质及复杂构件精
准钎焊技术这一“卡脖子”难题，历
经 15年持续攻关、梯次迭代创新，
取得系列重大突破，解决了大型重
大装备核心部件的制造难题，有效
促进了装备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激发了产业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荣获河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的“双靶点治疗艾滋病 1 类新
药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实现了
抗病毒创新药物研发从“跟跑”到

“领跑”的迭代式变化，使我省承
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和应对新
发突发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
研发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发展基础研究领域，为产业“赋
新能”。获得河南省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的“大豆与根瘤菌共生结瘤的
环境调控机制”项目，围绕绿色农业
发展中的重要生物学问题和大豆生
物育种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取得
一系列前沿科学重要突破。

“一流创新生态是科技创新
必不可少的一环，高能级创新载
体的搭建对人才引育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省科技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今年评选出的 1项
特等奖和 32项一等奖项目中，
包括龙伟民等 5位院士候选人
和王学路、曹亦俊、徐明亮、杜
淼、彭万喜等我省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在 2945 名获奖者中，
45 岁以下 2004 名，占比近七
成，其中第一完成人 161名，我
省引育人才政策正在激发青年
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挑大
梁”“当主角”。

近年来，我省优势产业体
系布局不断优化。在获一等奖

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中，中信
重工、中铁装备、中科慧远等
创新型龙头企业均为“7+28+
N”产业链群成员单位。此外，
在 341 项获奖项目中，企业主
持 108 项，占比 31.7%；在 1190
个完成单位中，企业有 498家，
占比 41.8%，显示了我省产业
体系和产业链群布局的政策正
在发力。

我省创新平台也在积极融
入国家创新体系。省实验室共
参与科技奖提名 18项，通过率
达 66.7%，远高于平均通过率
46.5%。未来，我省将以此为契
机，以更加迅猛的态势积极融入
国家创新体系中。

斩获215个奖项，郑州获奖数量过半

聚力创新动能，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郑州龙子湖智慧岛集聚了众多国家级研发平台、实验室 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