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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原制药厂厂区内，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白一灰两栋保
存完整的大楼。再往前走，看到
的则是生产车间拆除完毕后留下
的一大片空地和一段铁轨。

“白色的以前是质检楼，灰色的
是办公楼。”老郑州人赵万城参加工
作的第一天就在这里，直至退休。“当
时工作是毕业后直接分配的，我有很
多选择，进政府单位或者来这里，我
最后的选择就是到这里工作。”

20世纪 80年代初，国际上维
生素C商品走俏，而国内维生素C
紧缺，于是国家计划建设一个具
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维生素C生
产企业。河南是农业大省，在原
料玉米淀粉的生产上占有优势，

最终这一项目落地郑州。
1991年 11月，中原制药厂在

郑州化工路 30号注册成立，1992
年开始投产试车。这个占地 1300
亩、总投资13亿元的中原制药厂，
当初被誉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医药航母”。
然而，因为其引进的工艺技

术不过关，一直无法投产，1996年
底被迫停产，1997 年全面停产。
此后便陷入多轮重组谈判旋涡之
中，直至被河南投资集团“接手”。

“场地内部现为中原制药厂
原址，环境破旧已无法使用，土地
资源和空间载体资源低效，严重
影响城市形象，急需盘活。”项目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何要开发这样一个数字化
平台?这与郑州高新区产城更新
项目特点密不可分。

据郑州产城更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琦介绍，郑州
高新区产城更新项目包含创新大
道以东，铁西路、瑞达路以西，国
槐路、科学大道以南，化工路以北
围合区域，总占地面积 17.5平方
公里，涉及159家占地企业。

“项目面积大、涵盖企业多且
散，我们就想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
的研发，及时跟踪项目更新推进动

态，特别是通过技术赋能，解决项目
管理中‘看不清楚、管不过来’等难
题，实现产城更新项目更新过程可
视化，更新数据可追溯，更新管理更
高效，更新服务更便捷。”周琦说。

据介绍，平台实时链接政策数
据、金融产品、行业动态信息，形成
存量载体库、产业资源库、政策信
息库、新技术数据库。同时，借助
数字化技术实现更新区内所有项
目产值、税收、土地指标等数据可
视化及科学分析，成为打通政企服
务“最后一公里”的有力工具。

中原制药厂“蝶变”人工智能产业园

看高新区“老厂”
如何华丽变身

在郑州高新区，有个烙着工业印记的老厂区——中原制药厂，它们见证过城
市发展的高光时刻，却也在发展的浪潮中沉寂。如今，这座老旧厂区提质之旅已
经拉开序幕，翻开了城市更新的新篇章。我们走进郑州高新区，触摸城区“新陈代
谢”的脉搏，“预览”老旧区域的蝶变，品悟市井烟火的复兴。

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
按照郑州市政府要求，高新区将
中原制药厂纳入城市更新重点项
目，积极推动中原制药厂地块土
地盘活，破解难题，依法依规推进
征迁工作，同时，对中原制药厂周
边道路建设、城市环境改善统一
规划，着力提升。

根据规划，位于郑州高新区药
厂街以北、雪松路以东、梧桐街以
南、铁西路以西合围区域的中原制
药厂城市更新项目，将通过闲置用
地盘活、有机更新与功能重塑，建
设人工智能产业园、人才社区、市
民公园、学校、公共配套设施等。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97亩，其中可
开发利用土地共计529亩，其他配
套用地(学校、水厂、变电站、绿化、
道路)占地面积368亩。

作为支撑郑州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郑州高新区是集聚创
新创业资源的重要阵地，也是开
放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

“立足高新区战略优势、区位
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孵化
优势，锚定高新区 2025年基本建
成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
奋斗目标和‘聚焦智慧产业、建设
智慧社会’的主攻方向，项目构建
一主三辅‘1+3’产业发展路线，以

人工智能为主导产业，以未来产
业、新材料、现代服务业为辅助产
业，打造集科技研发、产业孵化、
规模化轻型制造、产业服务为一
体的专业园区，实现‘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技术应用—成果产业
化’全过程无缝衔接。”项目负责
人介绍。

通过项目产业体系搭建，将有
望引入人工智能制造前、中段研发
企业，新材料研发企业等。项目将
打造成集研发、孵化、生产于一体
的产业园区，致力打造“三生融
合”和“软硬并重”的V4.0产城综
合体。整体设计上，以生产、生
活、生态的融合，实现项目各元素
的有机结合和多元共享，注重在
产业发展的同时，建设生产有序
合作、生态共建共享、成果共同获
益的发展新格局，以更加鲜明的
形象树立面向城市的产业地标，
打造郑州市工业上楼的新标杆。
在园区内部营造五大组团庭院，
促进企业交流，在营造园区高品
质硬环境的同时，引入智慧物业
以及企业服务和管理平台，打造
优越先进的软环境设施。

中原制药厂的历史已经翻开
全新篇章，废旧厂房里长出“新
势力”。记者 孙庆辉

曾经的它“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短命”医药航母

华丽变身 老厂房焕发新生机 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这里落地

中原制药厂城市更新项目（资料图片）

数字化赋能
高新区产城更新“向云端”

电脑屏幕上，17.5平方公里的更新范围一目了然，宗地数量、街坊数量以及注
册企业数量等数据也一应俱全……

日前，在郑州高新区新型城镇化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展示产城更新项
目数字化服务平台。

郑州高新区产城更新项目，是郑州市首批城市更新项目，也是全市城市更新
“工改工”领域的示范性项目。基于项目的更新特点，项目实施单位郑州产城更
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数”“智”赋能，打造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产城更新项
目政策数据、金融产品、资源等全部上云，助力产城更新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郑州高新区产城更
新区，是郑州高新区 20世纪八九
十年代早期开发区域。当年入驻
园区的部分企业因自身能耗过
大、发展方向不明等原因，面临着
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困境，
且不符合高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及
发展规划，亟待借助外力破解企
业发展难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郑州高
新区开始布局推动产城更新。
2021年6月1日，郑州高新区管委
会授权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作为产城更新实施主体与

北京天鸿、山东高速天鸿、中科雁
栖湖共同组建郑州产城更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产城更新基础
服务、产业导入服务、产业运营发
展服务和投资基金组建及管理等，
为更新区内企业提供菜单式、全链
条的产业发展提升赋能服务。

经统计，2023年郑州高新区
产城更新区企业年产值约 240亿
元。根据测算，预计更新完成后，
产城更新区年产值可达近 1000
亿元，可实现全口径税收约 47亿
元，较更新前实现4倍增长。
记者 孙庆辉

数字化让产城更新“耳聪目明”

精准化服务助企升级

在展示过程中，周琦点开了
首页更新规划图上的一个红色坐
标：“这是盛鼎建筑科技产业园，
也是郑州高新区产城更新的首个
落地项目。”

像盛鼎建筑科技产业园一
样，平台现已涵盖了郑州高新区
159家更新企业全生命周期更新
记录，对每个更新项目的基本情
况、更新目标、项目批复、开工、重
要会议、政府调研等全生命周期
重点更新历程进行电子化记录。

“对于政府端，通过该平台可
以实现城市更新多维数据的共享，
辅助管理者全面掌控城市更新运
行动态，提升监管力度和行政效率;
对于企业端，满足企业多元化、个
性化更新需求，企业不清楚如何进
行转型升级、如何实现高质量发
展，同时对转型方向、路径、渠道等

不清晰的，平台可以提供技术引
入、产业运营、融资路径、政策咨
询、企业宣传等服务。”周琦表示。

不久前，该公司为产城更新子
项目鸿盛数码公司拍摄的专题访
谈在平台广为传播，对企业的发展
经历、核心竞争力通过镜头宣传推
广，吸引了南通等地一批纺织、印
染企业的关注。“当时他们联系到
我的时候，我也很意外，说视频中
的很多内容都能有效解决他们的

‘卡脖子’难题，深入洽谈之后促成
了合作。”说起这件事，鸿盛数码董
事长张一泓难掩激动之情。

据介绍，平台即将向2.0版本
升级，届时通过电脑端与手机微
信公众号平台的互联互通，企业
可在掌上实现政策匹配、载体租
赁、生产赋能、更新申报等多种业
务，服务更加方便快捷。

千亿产值的产城更新区加速推进

高新区产城更新项目数字化服务平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