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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郑州，首先源于独特的区位优
势。”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江涛认为，郑
州位于全国的中心地带，交通便利，能够
对全国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最重要的
原因，是我省近年来在北斗示范应用方面
取得的一批重大成果。

这批重大成果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
省建成的北斗地面基站增强系统——河
南省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

何为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北斗卫星信号的接收、处
理、分发装置。受设备等各种干扰，北斗
卫星信号会产生误差，需要地面的基准服
务系统进行修正来为用户提供高效、精准
的导航定位服务需求。

河南省测绘工程院副院长张留民告
诉记者，我省这套基准服务系统完全自主

可控、安全性高。无论是接收装备，还是
系统数据解算软件、服务发布平台，都实
现了国产，打破了以往基准站以GPS信号
为主、软硬件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

基准服务系统的应用，测绘技术人员
最先尝到甜头。“传统的测绘作业模式被革
新了，原来四五个小时的测绘工作，现在一
个小时就能完成。”测绘技术人员刘永坤告
诉记者，在省内，平均30公里就有一个基准
站，有效保证了定位的精度和速度。

事实上，基准服务系统改变的不只是
传统的测绘作业模式，还为防灾减灾、自
然资源监测、无人驾驶等领域注入全新的
发展动能。

在林州市横水镇吴家井村地质灾害
隐患点，就运行着一个基于北斗的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综合管理平台，设备虽看似简

单，却能够实时监测位移、雨量，准确判断
地质灾害。

“哪怕在无常规通信网络条件下，监测
点的任何细小变化，也能通过北斗数据传
输终端实时传输到远程数据中心。”省测绘
工程院CORS管理中心主任朱洪江介绍，综
合管理平台通过自动处理、分析、计算监测
数据，能够实时发布地质灾害预警结果。

当然，高精度的数据，也需要与之相匹
配的传输速度，以便让北斗更广泛地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我们正在积极推动5G+北斗
的全面融合。”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该厅已与中国移动河南
公司签署了5G+自然资源战略合作协议，在
北斗应用信息化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北
斗更广泛的社会化应用，为城市管理、规划、
商业应用提供更精确的决策支撑。

本报讯 于业界从业者而言，中国北斗应用
大会将是一场风雨无阻的秋日之约；于北斗企业
而言，中国北斗应用大会将是一个海纳百川的风
云际会；于郑州高新区而言，中国北斗应用大会
将是一个能够激发无数“化学反应”的协同平台。

2019年9月10日~12日，由郑州高新区
协办的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八届年会暨
中国北斗应用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020年8月31日，“集智高新区 北斗系中原”
一赛一会一展系列主题活动在郑州高新区西美
大厦举办，这次北斗盛会再次吸引全国的目光；
2021年，北斗与郑州高新区的精彩继续：10月
10日~12日，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暨中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第十届年会在郑州举行。这是继
第八届年会后，中国北斗应用大会再次落户郑
州，全国北斗产业发展再次进入“郑州时间”。
此次年会是继第八届大会后，中国北斗应用大会
再次相约郑州。大会缘何再次落户郑州？记者
采访了相关负责人和专家。记者 孙庆辉 文/图

今年是我国北斗三号完成全球布网
后，北斗应用服务迈向新时空服务全面发
展的开始之年。在此重要历史节点，中国
北斗应用大会暨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第十届年会再次由郑州高新区承办，郑
州高新区“梅开二度”，郑州高新区究竟有
何优势？

“郑州高新区在北斗导航及应用产业
发展方面拥有较好基础，并把以‘精密测
量’为重点的北斗应用产业确定为四大主
导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培育。”郑州高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德敏表示。

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方，郑州高新区
在北斗产业发展方面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和创新优势，拥有信息工程大学等一批北
斗领域的知名高校和高端研发机构，集聚
了760余家相关产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
潜力企业，规划建设了北斗企业孵化器基
地和北斗产业园，获批全国唯一的北斗应
用技术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在北斗导航及应
用产业发展方面积累了较好基础，并把以
“精密测绘”为重点的北斗应用产业确定
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培育。

截至2020年底，全区北斗应用领域相
关企业达到 760家，占辖区企业总数的
1.7%。郑州高新区获批全国唯一的北斗

应用技术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先后成功
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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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斗峰会”
一会一赛一展，成立河南省GIS协会卫星
导航工作委员会，筹建了国家北斗产业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形成了以天迈科
技、威科姆等上市挂牌企业为引领的创新
型产业集群，拥有60余项卫星应用专利技
术，参与 19项北斗授时应用国家/行业标
准的制（修）订。

“十三五”期间，郑州高新区谋划建设
“北斗云谷”，通过连续5年建设，高新区依
托信息工程大学在测量、测绘等诸多优
势，在区内创设多个领域创新应用场景，
带动了高新区北斗产业发展。

如今，依托大会平台，郑州高新区在北
斗导航产业的谋划、业态链条打造方面又有
更深层次的谋划，并定下三个“主攻方向”：

一是系统整合遥感测绘、时空溯源、
定位导航等产业技术，加快推进北斗导航
产业规模化、大众化、国际化进程，培育壮
大北斗产业规模。同时发挥北斗时空信
息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科技引领作用，持续
推动北斗在各个产业的赋能、相互融合。

二是加快产业集群平台支撑建设，打
造“一院一中心一基金三平台”，即建设北

斗时空大数据研究院、北斗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北斗产业发展基金、建设北斗协同
创新平台、北斗运营服务公共平台、北斗
企业加速器,形成产业创新发展综合服务
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北斗产业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北斗科技交流中心、北斗
（河南）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北斗
导航及应用产业的技术水平、应用水平。
鼓励高新区北斗企业与其他领域融合发
展，出台专项支持政策，鼓励河南省郑州
市企业开展本地化采购。

三是整体规划北斗应用产业。本届
北斗年会上，郑州高新区将发布《郑州高
新区北斗应用产业发展规划》，并向社会
征求意见。规划中将对北斗基础产品领
域、北斗系统集成领域和北斗运营服务领
域做出相关部署。

2021年的北斗盛会与郑州高新区再
次碰撞出全新火花。开幕式上，高新区一
口气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郑州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微电子学院、航天宏图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斗航天卫星应用
科技集团等12家科研院所、企业进行项目
签约；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郑州北斗应
用推广工作站也正式授牌设立到高新区，
切实将行业盛会同产业培育深度融合，形
成了以盛会促发展的办会典范。

未来已来 蓄势腾飞

国家级盛会缘何落户郑州？
中国北斗应用大会缘何相中郑州？

郑州高新区承办盛会究竟有何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