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扬介绍，郑州市
将实施“六大专项”：

创新主体培育专
项。进一步优化高新
技术企业申报认定程
序，不断壮大高企后备
库，持续加大入库企业
培育力度。全市再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0
家，总数突破5000家。

研发投入提升专
项。大力推进“规上工
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
盖”活动，引导企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各
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
投入。力争全社会研
发投入强度达到2.6%，
引领全省创新发展。

创新平台建设专
项。配合河南省今年
加快推进嵩山实验室
和黄河实验室建设工
作，在市级财政资金、
创新创业团队项目支
持、研发条件等方面提
供服务保障；推进新型
研发机构提质增效，争
创国家隧道掘进装备
技术创新中心。全年
新增省级创新平台 100
家以上。

凝练一流课题专
项。聚焦主导产业和
战略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凝练实施一批
一流课题和重大科技
项目，突破一批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
技术、现代工程技术，

支撑培育国内领先、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
型产业集群。

顶尖人才引育专
项。坚持高端引领，围
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数字经济等该市
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广
泛吸引带技术、带项
目、带资金的国内外优
秀人才团队来郑创新
创业。创新人才评价
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
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
活力。

创新生态优化专
项。研究设立科技创
投基金和平台公司，为
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提供好风险投资
服务。举办“郑创汇”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传
感器大会等赛事活动，
吸引高端创新创业人
才（团队）、项目在郑落
地。加快郑州技术交
易市场建设，完善科技
服务体系，努力打造一
流创新生态。

夏扬透露，郑州市
还将成立科技创新委
员会，进一步加强组织
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强化协调统筹，让科技
创新成为郑州最强音、
发展的主旋律，确保实
现国家创新高地建设
“一年起势、三年成势、
五年胜势”。

在郑州市委十二届二次全
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郑
州市把创新驱动作为深入推进
“十大战略”行动的首要战略，
明确指出要牢牢抓住聚集优秀
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打造更
优创新环境和创新平台、营造
浓厚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三个
关键，以创新为驱动，以人才为
支撑，以非常之策、非常之力推
进科技创新。

“这为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
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发
出了行动号召，极大鼓舞了全市
科技战线的热情和信心。”郑州
市科技局局长夏扬满怀期待。

夏扬介绍，2022年，郑州将
不断深入推进实施创新驱动、
科教强省、人才兴省战略行动，
紧盯“一个目标”，聚焦“六个一
流”，构建“三大平台”，实施“六

类专项”，不断推进科技工作再
上新台阶。

具体来说，一个目标就是
以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为目标，
研究制定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
实施意见，坚持技术创新和制
度创新“双轮驱动”，大力推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科技创新体系，最大限度释放
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

“六个一流”是指：坚持把打
造一流创新生态作为建设国家
创新高地的根本之策，聚焦建设
一流创新平台、凝练一流创新课
题，培育一流创新主体、集聚一
流创新团队，创设一流创新制
度，厚植一流创新文化，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
制度链耦合共生，着力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增强科技硬实力。
打造“三大平台”是指：推动

虎年省科学院重建重振与中原
科技城融合发展。积极争取更
多创新资源落地中原科技城，为
省科学院重建重振、省内外科创
资源集聚发展和三个省实验室
建设提供最好环境、最优服务。
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功能区规划
建设为契机，加快推动“中原之
光”超短超强激光平台、智能传感
器关键技术等重大科技平台建
设，争取更多国家大科学装置在
郑布局。加快新一代人工智能试
验区建设。制定出台新一代人工
智能试验区建设实施意见和落实
方案；实施一批人工智能创新专
项，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提升人工
智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郑州科创一年起势、三年成势、五年胜势

实施“六大专项”
郑州研发投入强度将达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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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抓住三个关键 推进科技创新
□石大东 孙新峰 李娜 科技日报记者 乔地

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
成功，来自郑州的科技力量提
供着有效保障。科技日报记者
了解到，确保火箭精准发射的
垂直度调整系统、助力“神舟”
“天和”牵手的舱外对接电连接
器、被誉为宇航员舱外活动“生
命通道”的舱外服脐带电缆等，
都是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
693厂)研制生产。

这样的科技力量，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郑州各个领域。

科技平台建设迈出新步
伐。郑州成功获批建设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
区。河南省科学院重建重振正
式揭牌，与中原科技城融合发展
加快推进。嵩山实验室、黄河实

验室、神农种业实验室相继挂牌
运营。成功引进哈工大、机械研
究总院等12家大院名所在郑州
设立新型研发机构。

创新主体培育再上新台
阶。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
划，优化高企申报认定流程，全
年新增高企 1212家，总量 4130
家，同比增长 41.4%。新增科技
型企业2172家，总量达到10018
家，同比增长27.7%。

研发投入工作打开新局
面。通过政策引导、靠近服务、加
强培训，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
经费增长 16.9%，总量 276.7亿
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由2018
年 1.74%增长至 2020年 2.31%，
增长幅度居国家中心城市首位。

科技人才工作步入新阶
段。落实“郑州人才计划”，评选

资助创新创业团队项目 37个。
承接“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省级
行政许可权限下放工作，引进外
国高端人才42人、外国专业人才
548人。在中原科技城设立全市
第一家“郑州中原科技城外国人
才服务站”。

关键核心技术获得新突
破。郑煤机自主研发的10米超
大采高两柱掩护式液压支架成
为世界之最，综合性能国际领
先。三磨所研制的超高导热和
光学级 CVD金刚石材料，实现
热导率 2000（W/mK）金刚石材
料制备技术突破，成为国内首
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十
七所研制的激光雷达闪耀太
空，作为交会对接的核心设备，
精准引导神舟十三号飞船和天
和核心舱交会对接。

春回中原，阳光明媚。郑州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内，无人驾驶公交车
正将市民送至目的地。3年前，全球首条自动驾驶公交线路在郑东新区智
慧岛开放道路上开通；而今，自动驾驶微公交和自动驾驶乘用车已然成为
这里居民的日常选择。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高质量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去年，河南省委把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为
“十大战略”之首，对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作出系
统部署。虎年元宵节当天，郑州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体会议暨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郑州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科教兴市、
人才强市战略行动，加快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

前不久，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要“聚力聚能，当好推进
‘十大战略’排头兵；高台起势，打造人才高地、创
新策源地”。

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图
全力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