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千年商都遇上青春浪
潮，当历史底蕴碰撞创新基因，

郑州，这座承载着华夏文明根脉的古
都，正以“青年发展友好型标杆城市”的

全新姿态，成为青年创新创业的“强磁场”。
2024年，郑州市场主体总数突破210万

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充满激情与奋
斗的青年创业故事，是一批又一批新生代
企业家的锐意进取。他们在红枣林海、AI
浪潮、医疗蓝海、钻石光芒等领域中深

耕细作，让古老城邦焕发出“青春
跃动”的勃勃生机。

财经·重点A10
2025年6月6日 星期五

责编：孙友文 美编：宋笑娟 校对：彩华

医疗蓝海里的“偏执者”

在郑州瑞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
展厅，一台看似普通的抢救车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总经理陈云轻轻按下
按钮，抽屉里的药品立刻亮起相应的
指示灯。这是她和团队攻克多项技术
难题，成功打造出的“智能抢救车”，单
支药品精准管控、语音医嘱实时转写、
库存数据同步药房，每一个细节都直
击传统医疗的“痛点”。

作为“创业1.5代”，陈云的成长轨
迹充满戏剧性。当父亲认为“女孩子
不适合经商”时，她偏从基层助理做
起，在仓库搬过药品、在车间调过设
备。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公司长期靠
工程类项目“输血”维持研发，但她始
终相信：“医疗创新不能算短期账，患
者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这份“偏
执”让团队捧回 130余项专利，更让产
品走进国家级重大专项课题组。

如今，公司所研发的智能抢救车、
智慧病房、智慧后勤、智能医废等相关
产品已服务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1000
余家，成功打造了多个省份及区域的
战略性建设项目，为智慧医院的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

这其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台
台设备的革新，更是一位青年创业者
对“生命至上”的注解。

钻石光芒中的“创一代”

在郑州高新区的珠宝工作室，95
后方睿正拿着放大镜审视新切割的

“天选蓝”钻石。这个被身边人称为
“富二代”的女孩，偏要走一条“创一
代”的路。2021年留学归来的她，婉拒
家族企业的高管职位，从零开始打造

“璨然珠宝”。
创业初期的“水土不服”超乎想

象：河南缺乏资深珠宝师傅，她就从深
圳请来有 20年经验的匠人“传帮带”；
行业同质化严重，她就一头扎进实验
室，带着团队研发出了 153个切面的
独特钻石切割技术。

当方睿工作室的第一颗钻石摆进
展厅时，她终于明白：“品牌不是营销
出来的，是刻在每个切面里的匠心。”

“我们的目标是走向国际。今年
将重点开拓北美市场，让河南郑州的
培育钻石闪耀世界。”方睿说道。

当青春遇见郑州，创新的基因便
融入城市血脉。从红枣林到实验室，
从抢救车到珠宝工坊，4 位创业者的
故事勾勒出郑州创新创业的多元图
景。这里有传统产业的“老树新枝”，
在传承中焕发新生机；有新兴赛道的

“立柱架梁”，在创新中构筑新高地；
更有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在融
合中书写新篇章。这不仅是个体梦
想的绚丽绽放，更是千年商都向“创
新之城”“活力之城”的精彩蝶变。在
这片热土上，历史与未来交汇，传承与
创新共舞，奏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
创业交响乐。
本报记者 董艳竹 刘盼盼 魏滢/文
马健/图

青年企业家与郑州的双向奔赴：

用“创新基因”激活城市发展密码

红枣链上的“守”与“变”

在好想你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的
智能化车间里，颗颗红枣正经历着
从“田间”到“舌尖”的奇妙蜕变。总
经理石训站在全智能化 FD冻干设
备前，目光中既有“守业者”的坚毅，
也有“创业者”的锐意。

这位“枣二代”还记得 2022年
那个非同寻常的收购季：郑州物流
全线停摆，新疆若羌的红枣面临滞
销危机。他带着团队横跨 3000公
里，在戈壁公路上颠簸 48小时，当
满载红枣的货车驶入厂区时，枣农
们热情相迎的场景让他突然读懂父
亲那句“枣树要百年成林，企业要守
得住寂寞”的深意：“这不是简单的
商业交易，而是连接着数百万人口
生计的‘生态工程’。”

石训的创新理念，藏在冻干锁
鲜技术的“化学反应”里。数亿元打
造的智能车间，将新疆灰枣的甜润
锁进方寸包装，更将山药、银耳等食
材变成“网红爆款”。

当“清菲菲”红枣银耳羹年销破
亿时，大家发现，传统红枣产业竟能

在90后直播团队的创意里，化身年
轻人追捧的“养生潮品”。更令人惊
叹的是，他们在新疆戈壁种下的“产
业绿洲”，通过技术嫁接，新郑灰枣
基因与新疆光热资源孕育出了“皮
薄肉厚”的优质品种，不仅让沙漠边
缘长出“绿色银行”，更架起了豫疆
共富的桥梁。

“未来要让红枣树成为‘乡村
振兴树’。”石训满怀信心地表示，在
当前多项利好政策的带动下，企业
将持续深化“红枣+文旅”“红枣+康
养”等新业态，当游客在枣林里体验
采摘、在康养基地品尝枣膳时，这颗
小红枣终将长成横跨三产的“经济
乔木”。

指尖轻点，输入关键词，AI 瞬
间生成爆款短剧剧本……在短视频
日均播放量超百亿次的数字时代，
人工智能正重塑内容创作生态。

2025年初，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多年的“数字游子”高逊，怀揣着对
家乡的热忱回郑创业。

“我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见证
了‘微短剧之都’的崛起与人工智能
产业的厚积薄发，郑州拥有丰富的文
创资源和良好的科创土壤，蕴藏着巨
大的市场机遇。”高逊说道。谈及返
乡创业的底气，他表示，郑州在场地、
租金等方面给予的实质性政策支持，
令引力琥珀人工智能得以在本土生
态中快速扎根。

“我们的目标是让短视频创作
更智能、更高效，让每个人都能轻松

创作出优质内容。”高逊团队聚焦
微短剧剧本创作赛道，依托自研AI
算法，研发短剧撰写平台，致力于打
造“人工智能+剧本创作”的全流程
解决方案。

高逊解释，短剧创作平台为短
剧剧本服务，可实现内容质的升级、
量的提升，同时在选角和场务等方
面能够给予智能化辅助决策，打通
对齐演员情况，进而更加合理有效
制定排期和排产时间。

但创业路上总有“拦路虎”。“AI
短剧撰写平台目前已完成基础模型
微调和任意段落可控创作，为人工
编剧节约40%创作时间。但在跨剧
集的上下文剧集创作中，还面临中
长篇剧本结构衔接时内容与结构连
贯性难以保持的瓶颈。”高逊说道。

当团队卡在“跨剧集连贯性”难
题时，政府的“牵线搭桥”让高逊走
进哈工大郑州研究院。在实验室
里，他盯着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运
行数据，突然有了灵感：“如果让AI
不仅能写剧本，还能生成虚拟演员、
模拟分镜场景，会怎样？”这个想法
催生了“AI内容创新实验室”的构
想：未来用户只需输入“古装爱情”

“科幻悬疑”等关键词，平台就能一
站式完成从剧本到成片的全流程制
作，让“人人都是导演”成为可能，助
力郑州微短剧产业迈向新高度。

站在郑州微短剧产业“破23亿
元”的节点上，高逊的目光早已越过
屏幕：“当AI技术与郑州的文创基
因深度融合，我们正在定义下一代
内容生产的‘郑州模式’。”

AI浪潮中的“解题者”

微短剧拍摄现场

好想你各种文创产品、相关食品吸引众多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