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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正茂

“十四五”凝心聚力再出发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回首过往，郑州

高新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展望未来，豪情满怀，再
踏新征程。我们相信，下一个 5年，郑州高新区必将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开创美好明天，书写壮丽新篇。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年。郑州高新区“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为：将国家高
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承担起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先行先试两项使命
和培育新产业、引领新业态、打造新模式等三项任务；
在若干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勇当排头兵、领头羊，做好
“西美”的增长极、发动机，成为引领和支撑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和强大引擎，努力建成千亿级世界
一流高科技园区，不断强化高新领创闯、推进西美高
质量发展，落实“一三五六”目标路径，有力支撑郑州
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中原实现更加出彩。

“十四五”时期，郑州高新区重点抓实“一三五六”
目标路径：“一”是以建成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为奋斗目标；“三”是同时肩负国家高新区、国家自创
区和郑州“西美”新布局的使命任务；“五”是持续深化
“四链一城”实施路径、落实五项重要部署；“六”是经
过“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努力实现“六个新”，即经济
发展再上新台阶、创新能力跃上新高度、动能转换创
造新经验、数智治理显现新成效、体制机制取得新突
破、城市功能实现新提升。

■勇担使命

推进千亿级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建设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们总是很容易记住那些
波澜壮阔、全新蜕变的重要时刻：1991年，经国务院
批准，郑州高新区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30年，一
片“玉米地”长出了高科技。

30年来，高新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实重干，
克难攻坚，勇于创新，扎根奉献，从一个只有3平方公
里的起步区发展成为一个规划 99平方公里、建成区
60余平方公里，环境优美、服务完善、产业聚集、科技
领先的现代化科技新城。

30年间，各行各业的高新人汇聚成为近 70万人
口的“大家庭”。回首来路，无限感慨；展望未来，信心
满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全国上
下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施“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起步之年。风华正茂的郑州高
新区又被赋予新的使命，高新人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为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
量。作为国家级高新区，郑州高新区将高擎火炬，融
家国情怀于不懈的奋斗之中，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功
成必定有我”的劲头与历史担当，勇担使命，更好地促
进高新区谋发展、抓落实、办实事、开新局，永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加快推进千亿级世
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步伐，奋力续写更加精彩的
“春天的故事”。

初夏时节，天健湖生机勃勃。北岸网络安全馆内
的“一粒沙”、南岸智联网产业园的“一片芯”、智慧城
市大脑的“一块屏”，都正向人们讲述着高新区的创新
故事，见证着高新区加速续写聚“沙”成“塔”的传奇。

向更“高”处攀登，向更“新”处前行！

向更“高”处攀登 向更“新”处前行

三十而“励”：郑州高新区续写更加精彩的“春天的故事”
奏响高新之上再攀新高的时代乐章

1991年，郑州高新区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拉开了郑州国家
高新区开发建设的序幕。肩负“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的重任，自诞生以来，郑州高新区围绕
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走出了一条寻求
高质量发展的辉煌之路。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这一年，
智慧城市实验场正式启用，开启了郑州高新区
“数智治理”元年；这一年，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
心通过科技部验收，成为全国第7家、中西部地
区首家国家超级计算中心；这一年，全国第一家
以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场馆——网络安全科技馆
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大放异彩……

每一次落笔都让人心潮澎湃，每一个节点都
让人难以忘怀。辉煌“十三五”圆满收官，璀璨
“十四五”蓄势待发，郑州高新区一幅波澜壮阔的
时代画卷正徐徐展开。
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天健湖碧波荡漾，高新区激情涌动。行走索须河畔，处
处能感受到新旧动能转换，处处见证着产业迈向中高端。
回顾30年发展历程，郑州高新区的“高光时刻”不胜枚举。

一组组数据，标注着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5
年来，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15亿元，增长126%；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达到67亿，增长73%；企业数量达到45029
家，增长 276.2%；建成区面积达到 65平方公里，增长
51.7%；常住人口数由30万增长到55万，增长83.3%。区域
集聚了全市76.2%的高新技术企业、65%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69.7%的高端创新人才、84.6%的新型研发机构……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刚公布的以2019年169个国家
高新区统计数据和 2019年高新区发展情况为基础的
2020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郑州高新区位列第 17
名，连续两年实现“三级跳”，排名前进6位。在首次发布
的《国家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排名》中，郑州高新区位列
全国387家国家高新区和经开区的第45位，为实现“千亿
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向何处攀，
“新”往何处立？郑州高新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创新型企业中流击水、踏浪前行。高新区传感
器行业集聚相关企业3011家，有8家上市公司是传感器
中下游应用领域的企业，拥有以汉威科技为代表的国内
龙头企业和一批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企业，技术和产品国
内领先。网络安全产业逐步壮大，集聚相关企业 1232
家，其中不乏新华三、启明星辰、芯盾网安等行业内具有
影响力的企业。大数据智联网产业初具规模，国内通信
三大运营商均已在高新区布局数据中心，新华三、阿里、
腾讯、猪八戒网等一批知名企业的云计算和大数据项目
已经入驻。天健湖智联网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北斗产
业培育成效凸显，已集聚天迈科技、威科姆、思维自动化
等北斗应用技术产业头部企业及中小微企业 760余家。
承办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年会暨中国北斗应用大
会，获批“全国北斗应用技术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
区”。超硬材料行业集聚关联企业 1838家，具有较好的
存量规模和发展潜力。郑州三磨所是国内磨料磨具行业
唯一的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性研究机构，多项超硬材料产
品、专用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属国内首创。

获批国家高新区30年来，高新区已从一个最初只有3平
方公里的起步区发展成为郑州市乃至全省科技创新高地。

■亮点纷呈

高新区“高光时刻”不胜枚举

■不懈奋斗

创新驱动做好“高”“新”大文章
30年风雨兼程，30载春华秋实。
“四个一批”培育持续壮大。郑州高新区着力通过创

新引领型企业、人才、平台、机构“四个一批”建设，汇聚创
新资源、创新要素，延伸创新链条，催生更多创新成果，创
新引领型企业快速增长，初步形成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
组成的创新主体队伍。

创新引领型平台加快推进。辖区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840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231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
9家，总数位居全省高新区第一，全国高新区单项排名第19
位；郑州三磨所筹建的“国家磨料磨具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获批建设，是河南省首家国家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创新引领型人才队伍不断增强。深入实施“智汇郑州
1125”等人才计划，辖区拥有2个诺奖工作站，驻区院士13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5人、国家科技进步奖9人、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0人、长江学者 7人；“智汇郑州”
高层次人才（团队）113个，连续多年全市第一；高层次人才
数量居全市之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含分站）23家，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1家，占郑州总数30%以上。

辖区经备案的新型研发机构累计达到 20家，其中省
重大新型研发机构4家。先后引进浙江大学中原研究院、
中科院微电子所、苏州医工所，中科集成电路与信息系统
产业创新研究院、中电六所轨道交通研究院、中国计量院
郑州分院、固高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

搭建国际协同创新体系，在美国波士顿、德国慕尼黑、英
国剑桥、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成功搭建了第一批4个海外创
新网络节点，收集海外资源信息。与北京瀚海国际公司合作
设立郑州高新区硅谷工作平台，引入美国科特勒咨询集团设
计的“国际协同创新体系智慧招商大脑”系统平台。

通过开展瞪羚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计划、“百企展翼”上
市挂牌后备企业3年行动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计划，形
成了累计17家A股上市公司、75家新三板企业、764家四板
企业、39家河南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的良好发展格局。

努力打造“一体两翼六平台”，为科创企业构建全生
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着力强化供需对接，打造
“资本力量”1+6品牌，开放整合区内区外科创金融供需
资源，固定时间、固定结构、固定节拍，通过每年 1次年度
峰会和 6次常态化路演的节奏，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按
照产业门类分为“大的专卖店+全的百货店”路演展示，吸
引全国各地金融专家、投行、机构等资本要素参与，促进
供需高效对接。

重大改革相继落地。通过“赋权、改
制、考核、激励”4步联动，构建了科学高
效的管理服务、干部管理、绩效考核和分
配激励“4个体系”，实现了组织架构、人
力配置、团队文化、干部活力的“4个优
化”。全省首个开发区层级的法律规章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出
台，明确了管委会派出机关的性质，同时
以授权为主、委托为辅的形式将 4982项
行政权责事项赋权给高新区管委会，各项
支撑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制度顺利实施，
为高新区发展赋权扩能。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积极推
进商事制度改革，推进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工作，深入落实“多证合一”改革要求，动态
更新目录。巩固涉企行政审批事项“证照
分离”改革，严格落实“双告知”制度。深化
企业名称登记改革，持续推进名称自主申
报，减少名称核准环节。深入推进注销登
记改革，简化企业普通注销程序，实行企业
注销“一网”服务。精简行政审批流程，社
会投资类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51个工作日

以内，社会投资类工业定制地项目压缩至
30个工作日以内，政府投资类项目控制在
61个工作日以内。施工建筑许可办理实现
了“一个窗口办理，后台信息流转”、27项不
动产登记业务实现1小时当场办结，高压办
电平均可控时长12个工作日左右，低压办
电基本达到“当日受理、次日送电”。推动
企业开办“一件事”零成本一日办结，打造
市场化、便利化、法制化营商环境。率先在
全市提出“店小二”服务理念，“企业首席服
务员”“帮手十条”“创新平台”等各种高效
精准服务模式不断迭代，为企业提供政策
咨询、投融资对接、工程建设审批帮办等服
务，深受企业好评。

“金梧桐”1+6+N政策体系初步搭
建。累计出台15项政策，《郑州高新区科
技创新专业服务券管理办法》在全国服务
券政策中支持金额最大、受众最广、服务
内容最全；省内首个新型产业用地（M0）
落地，满足了园区配套的需求，适应新型
产业用地远期的发展需要，有效破解了新
型产业发展用地瓶颈制约。

郑州高新区在国内首创性提出了“实验
场”+“一台多峰”的智慧城市创新模式，把高
新区99平方公里、近80万人口的真实场景，
打造成承载智慧城市项目的实验场，通过实
验场进行实践、验证，构建应用—产业—生
态的发展模式。携手阿里巴巴、华为、新华
三等头部企业，依托“一台多峰”新型智慧城
市战略架构，实现多家领航企业共存、多种
应用共生、多种产业共同发展、多种场景并
存的生态体系，把高新区打造成智慧城市的
解决方案的根据地。输出高新区智慧城市
解决方案和产品，构建具有郑州特色、竞争
力强、爆发式发展的领先智慧产业生态，打
造“国内一流，中部领先”智慧城市样板区。

高新区围绕“西美”定位，通过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
服务新体系，建设宜创、宜业、宜居的智美新
城。完成了政务云平台、大数据中心、数智
治理中心、超算中心等平台构建，智慧城市
的基础平台已经初步搭建完成；结合各部门
业务需求，在“善政、兴业、惠民”领域共建设
应用项目23个，构建数智治理工作体系，以
一“事件”为牵引深入推进“一网通管”工作；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搭建政企服务平台、招
商大脑平台，实现政策在线兑现，精准高效
配置招商要素资源；以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
的痛点为目标，建设智慧仲裁、智慧养老、智
慧教育等一批智慧化应用。

■创新改革
27项不动产登记业务1小时当场办结

■智慧城市
建设宜创、宜业、宜居的智美新城

网络安全科技馆

高新之眼

高新区智慧城市实验场

春满高新

醉美夜高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