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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5日，第八
届“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
战赛线下赛，在位于郑州高新
区的网络安全科技馆举行。

从线上赛 3000 多支队
伍、1万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的 32支战队 125名队员，通
过竞速解题、现实破解等方
式，在郑州高新区展开网络
安全“巅峰对决”。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大
力发展以网络安全为重点的
电子信息产业，吸引了 1000
余家相关企业和行业龙头驻
区发展，形成了集聚效应。

作为“强网杯”系列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线
下赛采用竞速解题、现实破
解模式，重点考察参赛选手
网络安全技能创新实践能
力，赛题内容主要包括二进
制程序漏洞安全分析、Web
应用漏洞安全分析、设备固
件漏洞安全分析、物联网设
备现场破解，以及人工智能
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赋能应
用等。

据介绍，网络安全竞赛
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储备
人才的重要途径。“强网杯”全
国网络安全挑战赛自2015年
创办以来，坚持国家安全和社
会效益优先，不断创新丰富竞
赛承载内容和功能定位，先后

吸引了 10万余人次参赛，成
为国内竞赛水平最高、参赛范
围最广、选手阵容最强、竞赛
风气最正、品牌效益最好的网
络安全赛事之一。

2020年，“强网杯”全国
网络安全挑战赛永久落地郑
州高新区。作为国内顶尖赛
事，“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
挑战赛为何如此“青睐”郑州
高新区？

这背后，是郑州以及郑
州高新区大力发展以网络安
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的
结果。郑州坚持把先进制造
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将电
子信息作为一号产业，坚持

“补芯”“引屏”“固网”“强端”
“育器”协同并进，集聚规上
电子信息骨干企业 600 多
家，形成壮大了智能终端、计
算终端、显示终端、智能传
感、晶圆制造等新兴产业链
条，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加速培育，建设产业高地、
助力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
步伐。

网络安全产业作为新一
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
石。近年来，高新区坚持政
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
体、龙头带动，持续发力构建
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产业培

育三位一体的网络安全产业
体系，引进培育了 360、奇安
信、天融信、云智信安等一批
龙头企业。

据了解，近年来，以网络
安全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
已经成为郑州高新区的主
导产业之一，集聚领域相关
企业超过 1000 家，紫光股
份、长城计算机、芯盾网安、
启明星辰、新华三、360等行
业龙头企业驻区发展。其
中，360 集团在高新区布局
的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基地
重大基础设施群项目，打造
了“城市安全应用中心”，可
全天候感知数字安全风险
隐患，用牢固的基础设施打
造安全防线。

据介绍，郑州高新区将
一如既往做好大赛服务，在
大赛过程中和赛后相关技术
的转移转化方面，提供一流
的服务、保障，使大赛越来越
好，也通过大赛，使先进技术
与高新区的产业结合得越来
越好。同时，郑州高新区也
将不断创新政策和机制，适
应新的产业、新的模式发展
的需要。凡是有益于郑州高
新区发展的技术成果，都将
大力推动转化落地，实现技
术的更大价值。
记者 孙庆辉

第八届“强网杯”强网论坛在高新区举办
32支战队“逐鹿中原”

本报讯 强网论道，剑指
巅峰。12月5日，第八届“强
网杯”强网论坛在郑州高新
区开幕。论坛以“新时代、新
空间、新突破”为主题，百余
位院士专家、业界大咖齐聚
一堂，共话网络安全教育、技
术、产业融合发展新方向。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
来，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响应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战
略，培养和选拔网络安全领
域的优秀人才，在中央网信
办、省委网信办和高校院所、
行业头部企业的大力支持
下，信息工程大学牵头创办

了“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
战赛系列活动，探索形成了

“以赛促学、以赛强技、以赛
育人”的网络安全领域人才
培养模式，并进阶成为国内
竞赛水平最高、参赛范围最
广、选手阵容最强、品牌效益
最好的顶级网络安全赛事。

天健湖畔风正劲，强网
比赛再出发。本届赛事启
动以来，来自国家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单位、重要行业部
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
业以及社会力量的 1.3万多
名选手、3000多支战队在线
上赛中展开激烈角逐，最终
32支队伍脱颖而出，在本次

线下赛的竞速解题、现实破
解、1对1对决等挑战环节展
开强强对决，争夺最终的王
者宝座。

据了解，2018年以来活
动已经成功举办 8 届，并于
2020 年永久落地郑州高新
区。赛事水平、品牌形象不
断提升，对推动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促进人才链、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发挥了
重要作用，该活动也成为推
动行业技术交流、创新技术
实践、培养网络安全实战人
才的重要平台。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方宝岭 文/图

本报讯“从网络安全教育
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网络安全教
育必须注重实战、融合与尽早介
入。”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安全
威胁，12月5日，在第八届“强网
杯”强网论坛上，天融信科技集
团董事长兼 CEO 李雪莹表示，
网络安全作为偏实战性、实用型
的领域，在教育方面要注重实战
培养，“强网杯”作为一项实战型
赛事，为参赛者提供了宝贵的实
战机会，有助于他们在比赛中锤
炼攻防能力与实战技巧，成为企
业亟须的创新型人才。

同时，李雪莹还提到，网络
安全已经渗透各个行业与领域，
网络安全教育不仅要注重实战
培养，还要注重人才的融合，只
有打破行业壁垒，促进人才的跨
领域交流与合作，才能培养出具

备全面能力的网络安全人才。
此外，李雪莹还强调，网络

安全教育要尽早介入。现在网
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从小朋友到大人都
离不开网络。如何能够更早地
培养起人们的网络安全意识，对
于保障个人与社会的网络安全
至关重要。

李雪莹介绍，天融信科技集
团深耕河南及郑州市场，通过

“强网杯”这一实战型赛事平台，
企业和高校能够得到充分的接
洽与融合，有助于推动学校科研
成果的转化落地以及促进人才
的合理流动与发展。同时，赛
事中涌现出的创新型人才与创
新性技术和成果，也将为企业
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与产业化
机遇。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已集聚超1000家电子信息相关企业

■专家学者共话网络安全

同济大学教授鲁传颖：
建立更好的有韧性的防备体系
减少网络安全威胁带来的损失

本报讯 新时代、新空间、新
突破。12月 5日，第八届“强网
杯”强网论坛在郑州启幕。两院
院士、知名专家学者齐聚郑州，
围绕网络空间安全“双一流”学
科建设、“实战型”人才培养、产
学研联合育人等内容，展开深入
交流和研讨，共话学科专业建
设，共育网络安全人才。

“我认为，未来几年内网络
安全领域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
大会期间，同济大学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基地常务副主任、教
授鲁传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
的来临，越来越多的行业会建
立自己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如何保障数量庞大的信息基础
安全，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
网络威胁，鲁传颖认为，寻找

常规防御模式的漏洞与应对不
确定性突然来袭的威胁都是创
新手段。除了传统的防御，我
们要建立更好的有韧性的防备
体系，减少网络安全威胁带来
的损失。

在鲁传颖看来，当下，网络
安全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理
论与实践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
脱节，应该以实践为导向，加快
教育体系建设，以更快更有效的
方式培养更多人才。

鲁传颖说，郑州有很好的高
校基础，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网
络安全高端人才。“强网杯”作为
已连续举办 8届的赛事，在国内
已经成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重
要平台，未来建立针对网络安全
的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吸引更
多的创业人才在郑州落地，为产
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记者 孙庆辉

天融信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雪莹：
网络安全教育
必须注重实战、融合与尽早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