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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中国粮食产业联盟”
呼之欲出

“我们区域有这么多的粮油仓储
行业，应该把粮食配套服务业凝聚起
来，形成粮食产业联盟，打造出中国粮
食看河南、中国粮食产后服务靠河南
的风向标！”河南同创高科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永军几年前就有粮食企业结盟
的想法，但行业缺乏权威机构的牵头
和引领，这个想法难以实现。此次面
对河工大的专家们，他想到应该依托
河南工业大学这座粮食产业“黄埔军
校”，建立产业联盟，打造从田间地头
到百姓餐桌的产业链集聚地，领航粮
食产业发展。

王永军的想法其实也是现场大多
数企业的心声。科技型粮油储粮服务
商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研发、生产、
市场、售后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是沉
重的负担，绝大多数企业存在阶段性
工作量不饱和，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剧
增。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很难依靠自身
力量达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而将
企业联合起来，一是能在行业形成较大
的合力和影响力，为成员企业带来新的
客户、市场和信息，从而为企业发展拓
展空间，提高产业竞争力。二是产业联
盟可以实现在信息、资源、人力、产品上
的共享，在市场合作、研发生产、采购、
客户服务等方面合作，达到降低成本、
资源互补、扩大市场、提升竞争力的目
的。三是产业联盟可以帮助企业共同
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

裴少峰也认为，产业联盟的成立
可以与中国粮谷的建设结合起来，粮
谷的建设需要预先把资源统合、利
用起来，建立各种类别的联盟，有利
于粮谷组织体系和规则体系的搭建。
工大有庞大的企业校友资源，老师们也
希望走出校门与企业合作。最终，赵仁勇
“拍板”，代表学院牵头组建这个联盟。

孙春旺表示，园区将全力支持组
建这个以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合作共
赢为宗旨的粮食产业联盟。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在市委十一届十
二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要保障产业
链稳定，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强化以龙
头企业为带动的产业集群发展。枫杨
园区将继续自加压力、不等不靠，紧扣
河南省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
同构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部署，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探索实
践产业发展路径，发挥高新区创新优
势，发动企业家精神，让企业、高校、园
区在做大做强粮食产后行业方面形成
合力，共同打响本行业的郑州品牌、高
新品牌。

3位院长5位教授21名博士13家企业代表聚议

高新区要打造“中国粮谷”

本报讯 为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发挥郑州高新区粮食产后
管理行业优势，8月6日，郑州高
新区枫杨园区运营中心召开
2020年度第七期“链合绽放”暨
“三送一强”活动。

河南工业大学标准化研究
院院长王殿轩、粮油食品学院院
长赵仁勇、粮食创新发展中心主
任裴少峰，以及粮油学院、科技
处、设计院等多个机构31名教师
和博士生与现场13家企业展开
交流，枫杨园区运营中心主任
肖惠中、副主任孙春旺参加活动。

“河南省拥有全国近30%科
技储粮配套优秀供应商，这些企
业绝大多数又在高新区，粮食
食品行业的顶尖学府河南工业
大学及两个权威设计院——河
南工业大学设计院和中粮郑州
设计院均坐落于高新区枫杨园
区。国内粮食产后加工产业倍
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亟须
高校和企业在产学研方面深入
合作，共同促进粮食产后管理行
业发展壮大。”肖惠中在致辞中
介绍。

赵仁勇和王殿轩等专家为企
业详细介绍了高校的研发方向、
研发团队和研发成果，介绍了粮
食产后管理行业最前沿的技术理
念，帮助企业了解相关的科技及
产业合作规划。随后围绕着校企
交流合作这个话题，与企业展开
了深入探讨。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牛文璐 文/图

“鉴于河南省粮食产业得天独厚的优
势支撑和责无旁贷的义务，河南省的科研
人员和企业应该有打造全球粮食科技高地
的雄心。”裴少峰认为。

粮食产业在河南有着先天性的资源优
势，河南供给了全国10%的粮食，其中包含
了 25%的小麦，中国人每 10碗饭中就有 1
碗是河南提供的，国人每消费4个馒头就有
1个产自河南。“中原足天下足”，河南是名
副其实的中国粮仓。

近日，河南省政府印发《关于坚持三链
同构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到 2025年，全省粮食产业经济总
产值达 4000亿元以上，打造一批全国知名
粮油加工龙头企业，基本建成以小麦、玉米、
稻谷、油料等为重点的产业链健全、价值链
高效、供应链完善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首先要打造河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航母群”。河南每年粮食食品储量3000
万吨，但由于60%是原粮，粮食资源只能廉
价出售，河南省的粮食工业加工值就这样
流失了。粮食产后加工能够极大提升粮食
的价值，发展粮食产后加工业是提升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手段。其次是打造
全国粮食科技创新的“试验田”。粮食加工
应用技术推广目前还有很大的障碍，我国
粮食产后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 10%，粮食
产后加工科技贡献率不到30%。日本粮食
产后科技成果数量不如我国，转化率却达
到 60%。最后要汇集高校和企业力量，打
造全球粮食科技高地，占领全球粮食产后
科技制高点。

裴少峰认为，与武汉建设“光谷”的初
始条件相比，在郑州建设“中国粮谷”有着
更为优势的支撑条件。河南尤其是高新
区已经具备了科研聚焦、人才聚集、技术
引领 3个关键要素。中国粮谷将以河工大
现有科创资源为核心支点；以学校和连霍
高速之间狭长的 14公里为轴，布局有 11
个科研单位；以陇海高速以南、西南绕城
高速以东 3.8公里区域布局粮食科研落地
系统，包括重点仪器设备、高端制造设备
等形成一圆。这“一心一轴一圆”布局将
带动粮食产业的航母群高质量发展，形成
粮食科技创新的“试验田”，引领全球粮食
科技发展。

产业科技集聚 高新区优势得天独厚

校企合作 领航粮食产业发展
“目前粮食行业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可

谓喜忧参半，喜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行业
发展，忧是先进技术落地难，更谈不上全面
开花。”郑州鑫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海峰道出了企业的“苦水”。

河工大粮油食品学院质量与安全系主
任谢岩黎表示，高校科研人员真心希望将
科研成果与行业结合起来，推动行业发展，
产生社会财富，科研人员因而更有价值。

粮油学院粮油储藏系主任张玉荣和
食品工程系主任李雪琴也希望企业能把
需求交给高校研发团队。高校科研团队
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基础研究一旦
突破，应用层面将遍地开花。然而现阶
段缺乏的正是科研团队与企业直接的、
深度的对接，校企合作可以让新观点、新
想法落到实处，可以帮企业占领全新的
市场份额。

中原粮仓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庆

军说，他们正迫切希望在粮食生产和仓储
的标准化方面得到老师们的帮助。原来公
司近年来流转了数万亩的土地，可是土地
流转后，公司缺乏粮食储存和保障技术，农
户们储粮紧急处理的能力也很差，粮食储
存质量严重受到了天气、湿度、虫害、霉变
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土地流转规模越大，企
业风险越高。

王殿轩认为，粮食储存和保障技术是
该类企业重要的抗风险能力，学院可以根
据企业的这项技术需求，组建研发小组，填
补相关的技术空白，打通粮食产后到流通
之前的“最后一公里”。

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李杰也表示，他们牵头的“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专项“粮食产后‘全程不落地’技术
模式示范工程”项目，就是在解决粮食生产
以后加工之前的收储问题，相信可以与工
大老师一起解决企业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