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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城是城市开展科技创新、产业创
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承载区域，更
是这座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1月10日，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
究中心发布《科技城百强榜（2024）》，中原
科技城在全国 348个科技城（科学城）中
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排名第 15位，相
比上年度提升4个位次。

作为全省乃至全国科技创新的明星
区域和发展热土，近年来，中原科技城创
新要素加速集聚，科创企业突破 26200
家，市级以上创新平台突破 710家，高层
次人才突破 3300 人；创新能级加速提
升，近 3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
长突破 40%；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
生产力，近 3 年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
长 70%以上……整体呈现科创资源高端
汇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新兴产业高
位集聚、创新生态持续优化的蓬勃发展
态势。

把创新当作引领发展的强大引擎。
全国政协委员、龙门实验室院士工作室
主任羊毅认为，近年来，河南抢抓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深度融合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
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大幅提升，中
原加速隆起创新高地。羊毅说，龙门实
验室坚持新型研发机构定位，为河南省
现代化产业体系筑基，为河南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赋能。聚焦前沿，开展应用
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瞄准新材
料、成套农机装备等细分领域，集中力量
攻克了一批制造业“卡脖子”技术；深度
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
速我省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转型，培育制造业新业态新模式；开
放协同，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瞄准国家战
略需求，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

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的过程中，高等院校作为知识创造、人
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主体，承担着关
键责任。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高校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
创业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
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副院长马珺期待，从建立
地方高校应用性评价机制、重构地方高校
校企合作生态、增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
力等方面，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
型，让地方高校真正成为驱动科技与产业
深度融合的创新策源地。譬如，把培养地
方所需人才的成效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的贡献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成

立由政府部门、地方高校、行业企业、研究
院所等多方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构建一体
化推进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人才流通、
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教材开发的产教融
合协同体系；推进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建
立以学科为龙头的省、市、校、院四级学术
团队，构建一支结构优化、分工合理的校
政行企共同参与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未 来 产 业 ”“ 激 发 数 字 经 济 创 新 活
力”……今年全国两会，新质生产力依然
是不断升温的热词。发展新质生产力，
布局未来产业，郑州正锚定“四高四争
先”，聚焦“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
心”和郑州都市圈建设，以创新激荡起新
一轮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春潮，向着中国
式现代化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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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澎湃，生机无限。3
月 1 日，郑东新区龙湖北面，
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在
新交付使用的超聚变研发中
心及总部基地举行战略发布
会，新中心新基地新起点，这
家河南省、郑州市角逐算力产
业的标志性企业开启里程碑
式新篇章。

近年来，新能源及智能网
联汽车、生物医药、量子信息、
类脑智能等创新发展，前沿技
术和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和
扩散，催生了新产品、新模式、
新业态，形成一系列新兴的细
分产业。如今，这些新技术落
地生根，产业新赛道蓬勃发
展，让郑州这座创新之城迸发
出强劲活力动能。科技创新，
是撬动未来的杠杆。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
新体系整体效能。”“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建立未来
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
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
6G等未来产业。”为创新引领
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以奋
进之姿共赴春天盛会。几天
来，出席全国两会的驻豫全国
人大代表、驻豫全国政协委员
纷纷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项重
大战略使命，要积极顺应时代
之变、创新之变，坚持以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占据未来发
展制高点、塑造国际竞争新优
势，努力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未来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是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产
业向新图强，发展才能形成乘数
效应。作为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
设施与算力服务提供商，超聚变
落地郑州 3年多来，业绩逐年“超
聚变”为国产算力注入“超级引
擎”，2022年销售收入突破 100亿
元、2023年超 280亿元、2024年直
接跨上 400亿元，汇聚 22000家合
作伙伴，服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0000家客户，已连续两年
稳居中国标准液冷服务器市场份
额第一，成为算力赛道上的“中原
明珠”。

创新发展，落子如飞。不仅
是超聚变，放眼郑州：郑东新区
龙湖畔，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

地的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
公司里，工业 3D 相机、人形机器
人、复合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琳
琅满目。

高新区天健湖滨，规划面积达
2.77平方公里的图灵小镇呼之欲
出，紫光计算机全球研发中心和超
级智能工厂、郑州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360智算中心等均布局于此。

算力之城、人工智能之城、量
子之城、传感之城、软件名城……
近年来，运用新技术、开拓新空
间，郑州的创新型产业体系正阔
步“向未来”。

“河南企业的‘新质发展密
码’，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为引
擎，融合产业链、政策链与市场活
力，走出一条‘传统产业升级+新
兴产业突破’的双向发力之路。”

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
席、民进省委主委张震宇曾在企
业和科技部门工作多年，感触最
深的是河南企业“从硬到软、从大
到精”的转型故事。

张震宇认为，未来河南需聚焦
先进制造业升级，依托宇通、比亚
迪等链主企业，推动新能源汽车、
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迈向高端化；聚
焦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创新，发挥跨
境电商“源头工厂”和胖东来等新
服务模式优势，激活银发经济、直
播经济等消费潜力；聚焦绿色转
型与农业现代化，通过抽水蓄能
电站、中原农谷等工程，统筹能源
结构优化与粮食安全保障。此
外，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拓展

“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外贸模
式，将为河南打开更广发展空间。

新质发展密码重在科技创新

以“智”为引擎，以“创”为动
力，郑州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全方位打造创新之城步履
从未停息。中广核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建设战新产业集群、携
手中国联通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
区……新年伊始，郑东新区举行
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计划投资总额超过 211亿元的 36
个重点项目“落户”中原科技城，
将在这片科创热土上扎根发展，
积极开拓事业新版图。

一批批新质生产力项目落
地，一个个高新技术企业茁壮成
长。中原科技城的明星企业——
第三维度（河南）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刚刚获得上海建元投资基金的
A 轮融资，在发布 TransBIM 2.0

产品升级的同时，联合百家设计
院成立全国AI建筑设计院联盟，
在全国AI建筑领域打响了“郑州
品牌”。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
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符合新发展
理念的要求，摆脱传统的粗放型发
展方式，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起到关键引领作
用，尤其是在当下科技浪潮蓬勃
兴起之际，推动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智能升级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好想你健康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表
示，近年来，国家将乡村振兴提升

至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这些为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智能升级提供了坚实
的政策支撑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石聚彬建议，要推动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智能升级助力乡村
振兴。一方面强化政策扶持落
地，如设立农业智能升级专项基
金，各地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
优先预留农业智能产业发展用
地，采取灵活多样的供地方式，降
低企业用地门槛与成本，加速智
能农业项目落地生根。另一方
面，要加速科技创新攻关，鼓励龙
头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依托
农业主产区、现代农业园区，打造
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智能升
级示范基地。

龙头企业智能升级势在必行

创新潮涌逐浪高 向新而行共奋进

助力中原创新高地加速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