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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

商都
论坛

□郑 旗

创新，让新质生产力成发展“主引擎”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生产关
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新时代先进生产
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
撑。新征程上，从经济大市的地位和使
命出发，在高质量发展上勇挑大梁，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努力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是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打造发展新
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要紧紧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咬定
创新不放松，驰而不息补短板、固底板、
锻长板。要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
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使科技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

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基底，其改造升级不仅是夯实现代化产
业体系基底的重要支撑，稳增长、稳就
业的重要途径，还能为新兴产业发展提
供技术、人才、品牌和市场支持。要实
施传统产业“智转数改”工程，争创国家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试
点等，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
断提高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

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
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也是生成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必须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深化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改革，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奋
力打造创新型城市，更好赋能新质生产
力成型成势。

新质生产力培育不会一蹴而就，成
效也不会立竿见影，既不能急于求成，
更不能浅尝辄止。面对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我们要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持久动力。

郑州市全力竞逐未来产业新赛道，
加快布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信
息、区块链等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推进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国家区块链发展先导区、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城市群、中国（郑州）智能传感
谷建设，聚焦打造“量子之城”。

2024年，郑州举办人工智能生态伙
伴大会暨郑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点亮
仪式，揭牌成立郑州市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郑州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联盟
和中原科技城人工智能产业园，全市
拥有人工智能企业 150多家，产业规模
超 300亿元。国内首个应用临床眼科
大模型—VisionFM（“伏羲慧眼”）在郑

正式发布。
郑州是全国算力中转分发枢纽，正

向着打造“算力之城”的目标阔步前
行。我市算力基础设施连线成面，算力
规模达 6200P，建有机架 10万架、数据
中心 38个，5G基站总数 5.2万座，5G网
络规模居全国第一方阵。国家超算互
联网核心节点、中国电信中部智慧基
地、中国联通智算中心项目等算力项目
建设加速推进，规划算力规模57E（智算
53E，超算4E），预计在2025年底规划项
目将建成投用。

量子产业体系抢滩布局。市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原量子谷一
期核心启动区投入使用，聚焦量子信

息、高端芯片、光电材料等领域，入驻12
家科研机构，搭建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及
创新平台近 20个，引入创新创业团队
12个，其中院士团队6个,集聚河南省科
学院首席科学家 19名，高层次科研人
员超 200人。2025年紧抓人工智能和
量子产业全链条式发展，着力构建人工
智能创新生态体系及量子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

7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奖励，215
项成果获得河南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
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驱动力
日益强劲、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的郑
州，日益呈现出万物勃发、大有可为的
强劲态势。 记者 李娜 刘盼盼

“郑州造”可以有多高？2024
年5月，郑州航空港号卫星成功发
射，作为一颗高分辨率的光学卫
星，它能从500 多公里的高度拍到
地球上的你，还能倚仗其历史测绘
能力，为城市找准每一个低洼地隐
患点。

“郑州造”可以有多远？巴黎
奥运会举办期间，140 辆宇通客车
为来自全球的观众提供舒适便捷
的出行服务，成为服务用车占比最
高的中国客车品牌，同时为改善巴
黎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提升城市公
共交通的整体效能提供强大助力，
向世界展示勇于担当、奋发向上的
中国风采、郑州力量。

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
路上，郑州从来“不惜力”——产业
向“新”，发展提“质”。郑州正奋力
打造新能源汽车之城、超充之城、
算力之城、钻石之城，加快建设中
心城市，交出一份“跑出加速度、确
保高质量”的精彩答卷。

看数据——2023年，郑州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 369.8 亿元，全省
占比超过30%，强度达到2.72%，连
续3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
技术合同成交额预计突破 800 亿
元；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7742 家；
郑州市科技型企业评价入库 1500
家，累计超过1.4万家……

看成果——当前，郑州规上工
业企业突破3000家，高新技术企业
5800家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连续十几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郑州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坚持
向新而行、向上攀升，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让中原大地
不断澎湃新动能。

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

无制造，不强市；无创新，没未来。
在中铁装备总装车间，机器轰鸣声

中一个个“巨无霸”映入眼帘，记者看到盾
构机刀盘直径最大的有五六层楼高，最小
的几乎和一个成年人等身，一个个盾构机
在这里生产、下线，销往世界各地。

盾构机作为“国之重器”之一，代表
着制造业的实力。“‘高加索号’TBM是
目前世界最大的单护盾硬岩掘进机。”
中铁装备掘进机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精准创新不断创造新需求、开
发新市场，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马蹄形
盾构机，设备单日最高掘进20米。

“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不
断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铁装备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中铁隧道集团着手盾
构产品的技术研发，瞄准关键部件技

术难题，围绕重大专项任务持续深度
研发，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均保持在 9%
以上，突破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实
现隧道掘进机关键核心基础部件国产
化应用。

从“中国第一架”到“中国第一套”
“世界第一高”，郑煤机已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的煤矿综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国
际领先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

2014年，郑煤机就开始了改革探索
和转型升级。记者为车间高度数智化
的工业生产所震撼，郑煤机相关负责人
介绍，相比传统煤机制造工厂，这是一
座原生数字化工厂，以数字驱动业务全
流程变革，作业人员减少了 60%，生产
效率提高了200%以上。

而今，23 条自动生产线、150 台机

器人、7台智能行车、30台AGV、空地无
人化物流调度中心……坚持创新驱动，
以智能化“换道”、以成套化“领跑”的郑
煤机，成为郑州装备制造业探索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范。

近年来，郑州市大力实施制造业
“六新”，积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产业能级
持续跃升，形成了“全、大、快”的产业优
势，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7个，是全
球最大的苹果手机、智能网联客车生产
基地，全国最大的气体传感器、超硬材
料、新型耐火材料等生产基地，近 3年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达到
9.2%，今年上半年增速为12%。

培育新兴产业增长极

郑州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头蓬勃，正加速
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2023 年，郑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提升到 52.4%，高技
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提升
到 39.2%。

郑州航空港区形成以现代物流、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
空航天、现代服务业等为支柱的现代
临空产业体系——电子信息产业产
值占全省 80%以上，成为全球重要
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比亚迪产能
最大的整车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比
亚迪郑州航空港区工业园 2023 年 4

月建成投产后，累计产量达到 75 万
辆 ，2024 年 1 月 至 10 月 生 产 整 车
38.8 万 辆 ；中 原 医 学 科 学 城 加 快 建
设，引进中国医药工业和跨国医药
巨头 15 家……

近年来，我市抢滩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
备、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 6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比亚迪、华
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部署中部地区
第一张城市算力网，引育人工智能重
点企业 158 家，核心产业规模超 300
亿元。

郑州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战
略，累计引进中科院过程所、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一流大学、大院大所在郑共建
研究院 16家，落地研究院人员总规模
接近 300人；在郑的河南省实验室总数
达到18家；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23
家，累计建成市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
5616家，其中国家级平台63家，省级平
台2197家。

我市引才聚才效果明显，先后引进
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等顶尖人才 7
名，在郑合作院士达到 94 人。截至
2024年，全市通过线上线下招引各类人
才16万人，其中领军人才25人，签约重
点人才项目65个，意向投资金额932.41
亿元；招引博士后人才 65人，博士人才
超过1600人。

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