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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三年

高新区市场主体突破4万家
平均每8个人就有1个老板

大河奔涌，以新
出彩。回溯到 2016
年 4月 5日，随着国
务院同意建设“郑洛
新国家高新区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正式批复，一
个“国字号”示范区
花落中原。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市场主体突破4万户，达
到43082户，总量增长了
120%

站在时间的长河里，重新打量郑州高
新区这个“郑洛新自创区的核心区”——也
就在这一年的 1月，李泉涌和同事们一起
来到了郑州高新区，创办了河南神玖天航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之路。3年的时间里，公司一步一个脚印，
从一个年营收 6万多元的小企业，2017年
营收增至 60万元，2018年营收达到400万
元，2019年订单预计完成 800万元……神
玖公司引进国外核心技术与自主研发相结
合，主要产品石英纤维的生产效率、抗拉强
度、抗高温析晶性领先同行 3～5倍，具备
极大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

据媒体报道，2017年4月，郑州高新区
市场主体达到两万户，用了29年时间。而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高新区仅用了 19
个月时间，市场主体就突破 4万户，达到
43082户，总量增长了 120%，按全区常住
人口 35万人计算，目前该区平均大约 8个
人中就有1个是创业老板。

这是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
批 3年后，郑州高新区给出的亮丽答卷。
“在 2018年，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市场主
体 50.84户。全年新增企业 7655户，平均
每个工作日新增企业 33户。”据高新区工
商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与高新区打造
“千亿级科技城”和国家创新示范区“智慧
新城”战略目标，优化办证流程、降低准入
门槛，全程登记电子化和压缩办证时间，
扩大市场主体增量、优化营商环境等密不
可分。

从起步到冲刺，一个创业者
的路会有多长

西岛仪表公司创始人杨支丹给出的
答案是 3年。她 7年前从澳大利亚留学回
国，把创业地点选择在郑州高新区金源孵
化器。

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孩，创业
前期让她甚为感动：从工商税务一站式服
务，到政策资金扶持，“这些事似乎不用自
己操心”。

高新区管委会石佛园区运营中心主任
魏民表示，高新区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
度改革之后，成立了 5个园区，专门为经
济服务，园区将持续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坚持企业家接待日、重点企业分包和定期
走访制度，实施两级联动，请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为企业提供“店小二”服务，及
时协调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助力企业
不断做大做强。

后来，杨支丹参加创业创新大赛，准备
创业板挂牌，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有人提
供咨询和实打实的帮助。腾出精力，瞄准
智慧水务技术开发，在不到3年时间里，从
五六个人发展到30多人，年营业收入1900
多万元，杨支丹创办的这家西岛仪表公司
正华丽转身。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势头正劲
这样的成功案例，在高新区不是个

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如一颗颗种
子，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业，目标在10年内
帮助1万名大学生创业，金源孵化器的创
始人赵长升深知创业不易，正是因为不
易，才需要政府和机构实实在在的帮助。

企业的成长，关键在于定位，挖掘其
核心竞争力。

赵长升认为，一个创业团队，技术很
牛，但营销不一定很牛，营销很牛，但管
理并不一定很牛，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
导致创业失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
是资源整合和要素配置。

在高新区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展厅，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个小小的传

感器，用途之广让人大开眼界：巡检地下
天然气管道，骑着电动车唱着歌，不用下车
就能发现哪里漏气；冬季雾霾天，空气质量
不好，一按开关就可智能调节室内空气质
量；地下自来水管网漏水，通过大屏幕，就
可判断哪个位置出了故障。

当初只是生产传感器的小公司，汉
威没有满足于做生产传感器，而是在高
新区管委会的帮助下，把眼光瞄准上下
游产业链，深耕“传感器+”领域，构建专
业孵化器——漫威众创空间，一举成为
河南省首家创业板上市企业。

据汉威集团企业规划管理部负责人
李雅琳介绍，漫威众创空间提供企业办
公、孵化器管理、产业沙龙、商务洽谈、电
子商务、金融、法律一体化服务，已经成功

孵化37家企业，这些企业围绕智慧城市、
智慧环保、智慧安全、智能家居等孵化构
建出一个面向多行业的产业生态圈。

孵化器的魅力正在于此。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就能进入高新区内的创业苗圃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就能进入高新

区内的‘创业苗圃’”——这不是噱头，即
相关企业初步培育后可进入国家级孵化
器，待到企业成长后，则可以到电子电
器、电子商务等产业园区发展。

在郑州高新区，依托“创业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模式的包括汉威
电子、光力科技、威科姆等一批企业，在
链条孵化体系的帮助下，正在成为掌握
行业核心技术的明星公司。

孵化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离
不开服务和政策。

创业初期，郑州三和视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桂萍忙于事务，无暇
顾及政策，自从加入高新区创业中心的
服务QQ群后，总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创新
创业的政策信息，省了不少心。

目前，郑州高新区拥有各类市场主
体超过 4万家，仅 2018年新增市场主体
达到一万多家——郑州的创新创业载体
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可以从《关于加快推
进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若干政策
意见》中找到答案，《意见》中出台具体措
施，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
创空间等载体平台给予补贴，鼓励创新，
服务创业。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新亭说，2018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明
显高于往年。初步核算，2018年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348亿元，增长 10.3%，高出
全市 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增加值 88.6
亿元，增长14%，高于全市7个百分点；全
口径收入 137.96亿元，首次实现超百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1亿元，首次突破
40亿元，增长 12.52%，高出全市 3.5个百
分点；税收占比达到 86%，高出全市 11.4
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7.5%，高
出全市 5.7个百分点；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140件，是全市的11.1倍。

郑州高新区孵化培育能力位居全国第二
据科技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国家高新区中，郑州高新区孵化培育能
力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中关村国
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郑州高新区企业总部基地 107号
楼的楼顶，两根不锈钢柱状卫星接收天
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通过这个天线，
大华高科北斗定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可
以向社会各界提供北斗导航民用分理服
务。“这是我省首个、全国第 12个获得国
家级资质的平台系统。”大华高科负责人
施全杰说，如今公司基于“北斗”开展的

业务蓬勃发展。大华高科的成功，是郑
州高新区依托辖区高校、科研院所及相
关企业在北斗导航方面的技术优势，集
聚一批北斗产业骨干企业，全力打造“北
斗云谷”国家级品牌的一个缩影。

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解放军信
息工程大学的技术优势，以河南大华高
科北斗定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郑州威
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大产业技术
研究院、轻院产业技术研究院、郑州天迈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为支撑建设的
郑州北斗孵化园，目前已入驻企业 40多

家，郑州高新区已成为全国北斗产业格
局中“重要一极”。业内专家也普遍认
为，郑州高新区发展北斗产业将有很大
前景。据了解，今年 8月 26日~31日，中
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八届年会暨中
国北斗应用大会将在郑州高新区举行。

在郑州高新区，就像河南大华高科
北斗定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于北斗孵
化园、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于郑州传感谷一样，壮大一家企业，成就
一个行业的例子越来越多，高新区的企
业集聚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河南省GIS协会卫星导航工作委员会揭牌仪式

春天的天健湖

郑州格力产业园生产车间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