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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文 /图 于俊鸽

曾经，作为资源型城

市的汝州，尽管企业不少，

规模不小，但科技含量偏

低，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不

够强。不过，随着时代的变

迁，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

变化。

2018年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双提升”培训活动

深化改革 驱动政策环境

组建于 2010年的河南启德隆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我市

城东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铝合金微通道精密管材加工生产企业，它的前身是河南

亿顺通实业有限公司，一家集原煤开采、洗选、运销等为一

体的民营企业。在长期运营中，公司的高层们意识到了一个

严重的问题：资源消费量日趋上升，自然资源日趋枯竭，经

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必然会受到资源缺失的制约。面对大

资源、大环境的影响，河南亿顺通实业有限公司立足当下，

着眼未来，积极转型，实现了从资源性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

的转型跨越。

河南启德隆实业有限公司的铝合金微通道精密管材加

工项目采用英国、德国、韩国及国内一流设备，项目全部建

成后，可年产精密微通道平行流管 5万吨，产值达 19亿元，

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一流的制冷专用精密微通道平

行流管材生产基地。通过科技的创新，近年来，河南启德隆

实业有限公司也先后荣获 ISO/TS16949质量认证、“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并发展成为

我市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与河南启德隆实业有限公司一样，通过科技的创新，郑

铁三佳、宏翔生物、煜达阀门、巨龙生物、森地电动车、中宏

康馨等一大批企业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驱动力。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战略支撑。近 30年来，我市不断优化创新驱动发展顶层设

计，制定出台了《汝州市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及发展规划

（2011—2020）》《汝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汝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自主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汝州市科

技企业孵化器创业种子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加快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驱动创新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通过开展创新型企业、创新平台、创新人才等培

育、招引行动，加大科技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夯实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和创新人才集聚进程，鼓励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发全市创新活力和动力，为全市科技

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坚实的制度保障。

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市以提升全市研发投入水平为目

标，建立企业研发投入长效激励机制，制定出台了《汝州市研

发投入专项行动计划（2017-2021）》，根据企业研发投入情况

进行奖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根据产业集聚区、各

乡镇街道的组织统计情况进行奖励，强化科技统计支撑。

2011年 4月 19日，市政府拨出 98.5万元对全市 2010年度

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和奖励。

辉煌 年 靓丽新汝州

营造科技氛围 提高创新意识

2012年 3月 14日，市政府拿出 185万元重奖了 2011年

度获批省高新技术企业、工程研究技术中心、通过省级鉴定的

科技成果和承担国家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先进单位。2013

年 4月 14日，拿出 205万元表彰和奖励在 2012年度全市科技

创新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和个人。2015年 5月，拿出 264万

元，对在 2014年度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2016年 6月，拿出 160万元，

对 2015年度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和奖励。2017年，又拿出 159万元，对 2016年度全市科技

创新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与此同时，在营造全市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中，还加入

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考核工作，把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双创载体建设、科技研发投入等指标纳入考

核内容，提高了基层领导干部对科技工作和科技创新的认

识，推动了基层创新驱动体系建设；做好科技进步奖的评

定，经市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奖励委员会审定，其

中宏翔生物的“功能性生物蛋白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

目被认定为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极大地鼓舞了我市科研

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同时，还加强成果转化，加大科技成果

转化宣传，开展专题业务培训，提高了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意识，在全市营造了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

培育创新主体 激活发展潜力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支持科技创新，二

者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这就是我市在转型升级中走出的新

路子。”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作为曾经的“十

八罗汉”，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我市，在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吃了不少亏，这也使得我市更加重视创

新要素所带来的新活力。为推进创新驱动的步伐，我市出台

《汝州市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及发展规划（2011～2020）》，完

善创新孵化平台，推动企业实施信息化改造，着力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

升产业集聚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

在河南宏翔生物的产业园内，高大的科技研发大楼占

据了整个园区最佳的“风水宝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将科技作为企业的立足之本，正是宏翔生物能够在高蛋

白饲料酵母行业内拔尖的原因。

“把成果做成产品，把产品做成品牌，把品牌做成标准，

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我市，这样的企业不断涌现。目

前，郑铁三佳、仁华生物、圣华原铝业、裕丰电子等 4家企业

成功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巨龙生物成功申报省级创

新龙头企业；巨龙生物、宏翔生物、启德隆实业等 3家企业

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百盛纺织、啸林绣品等 50

家企业通过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其中，郑铁三佳自主研

发的“高速铁路双向先张轨道板”项目专利，填补了国际、国

内空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17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值预

计达到 9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1%。

加强开放合作 提升创新能力

2016年，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6300 人，经费支出

3.5亿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个；省级创新型试点企

业 4家。申请专利 300件，授权专利 324件，比上年分别增长

3.1%和 3.5%；有效发明专利 134件，增长 50.6%。签订技术合

同 57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9300万元，增长 10.2%。

为进一步加快科技兴企步伐，市科技局积极与省、市相关

部门加强联系，为企业和高校牵线搭桥，引进河南农业大学、河

南工程大学等高校博士开展技术帮扶工作，把一些先进的生产

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企业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效益，也为

企业今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解决了一批企业发

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推动了我市产业技术升级。

通过开放合作，共同研发科技项目。2011年，我市获国

家级科技经费 1329 万元，争取省级科技项目 4项，获经费

255万元。2012年，共申报国家、省级各类项目 15项，其中国

家级 4项、省级 11项，争取资金 90万元。2013年，我市成功

申报河南省科技型中心企业创新基金项目 2项。金庚医院

申报的“中医药治疗小儿脑瘫技术示范应用与推广”科技惠

民计划获批，争取资金 200 万元；宏翔生物实施的“功能性

生物蛋白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获省重大专项，争取

资金 500万元。2013年，我市申报河南省科技攻关、成果转

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河南省科技惠民

计划等各类项目 18项，争取资金 800多万元。2014年，我市

先后成功申报上级科技计划项目 6项，争取科技经费 160多

万元。其中国家火炬计划示范项目 1项，河南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基金 3项，河南省科技惠民计划 1项。2016年，我

市成功争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15项，获批资金 622万元，组

织实施市级科技项目 61个，投入科技经费 790万元。

尤其是与河南科技大学合作建立的河南科技大学（汝

州）技术转移分中心，利用河南科技大学人才、技术资源优

势为我市产业技术创新、社会科技发展、创新平台建设等提

供多方位保障；指导弘宝汝瓷成功创建院士工作站，引进中

科院叶大年教授及其团队，为我市汝瓷产业创新发展提供

强大的人才支撑。

汽车装备制造产业园 邵艳涛 摄

开展企业孵化 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2017年 12月 9日，省科技厅下发《关于公布 2017年度

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备案和组建单位的通知》，我市科技

企业孵化器成功通过省级备案，正式获批河南省科技企业

孵化器，这是我市获批的首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始建于 2013年，位于市互联网 +电

子商务产业园内，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市科技局高

标准规划建设，汝州同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主要以

创新服务、创业孵化等形式，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

本化途径，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捷化的创业孵化服务，是我

市促进创新创业，助推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孵化载体。

截至目前，全市在孵企业 47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9

家，助推产学研合作 22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28项，中原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上市企业 15家。共免费为创业者代理营业

执照 35家，申请各类专利 230余件，申报省市项目 113项，争

取各类财政资金 2300万元。免费举办创新创业培训班 36期，

5200人次；开展创业辅导 110期，287人次。营造了创新创业

氛围，提高了创业者的技能和素质，降低了企业成本。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培育重点企业、抓重大项目

的开工落地及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全力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和信息化与工业深度融合，我市工业经济正迎来一个全

新的飞速发展时代。森地电动车车间

东江建筑科技 PC基地生产车间

煜达阀门生产场景

汝绣产业园的机绣男工

天瑞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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