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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创新者进，惟改革者胜。当下爆火的ChatGPT，
再一次印证了如今是创新为王的时代。

今天的商丘正处在转型攻坚之中，需要创新提供发
展动能，更依赖创新赢得发展先机。

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市委书记李
国胜、市长摆向阳任双主任，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扎实
推进科技强市目标，充分彰显了我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态度和决心，为企业注入了“科技强企”的发展信心。
2022年，我市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明显提

升，通过集中专项攻坚推动，覆盖率从 2021年年底的
18%提升到58.8%，超省定目标18.8%。

“这一盒鸡新城疫活疫苗，一共 5克，听着量很少，
却是1万只鸡的剂量。”在柘城县，商丘美兰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姬星宇满脸自豪，“市委、市政府实施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我们公司推行的‘科技强企’战略完
美契合，我们尝到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大甜头。”

该公司按照“科技强企”的发展战略，建设了 7500平
米实验室和科研中试基地，现拥有专职研发人员 150余
人，其中国家级专家 1人、中原领军人才 1人、高级职称 6
人、博士生5人；建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
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和省部级创新平台11个。参与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项，承担省重大科技专项、“揭榜挂
帅”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7项，先后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 7
项、省科技成果 48项、授权发明专利 19项；中药佐剂应用
研究填补国内研究空白，在细胞悬浮培养等兽用疫苗制造
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实现了产业化推广应用。

“仅从设在我们公司的省级重点实验室，每年都要
‘走’出两到三种国家级新兽药，产值 5000万元左右。”
姬星宇说，科技创新提升了企业产业能级，“我们公司现
在是上市后备企业，去年销售收入达4.38亿元。”

精微之物大有乾坤。IC芯片专用特种八面体金刚石
是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产品，该公司是全
球第四家、国内唯一一家能够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单价为
普通工业金刚石的50倍以上，拥有国内和国际的定价权，
现已获得三星、台积电等公司批量订单，不仅打破了国外
的垄断，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也为国产芯片的制造
提供了基础材料支撑。近年来，该公司坚持走科技创新引
领企业发展之路，建成省级功能性金刚石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宝石级金刚石大单晶合成省工程实验室，承担省重大
科技专项 3项，被认定为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并先后开
发了超细金刚石粉体材料、IC芯片超精加工用特种八面
体金刚石等产品。2021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目前市值
200亿元。2022年实现产值12亿元，纳税1.2亿元。

龙头引领，创新发展。以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
公司为行业龙头，柘城县的金刚石产业坚持科技创新引
领，从产业“老大”到“强大”，产业能级跃升，如今柘
城县的金刚石微粉年产量占全国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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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上面，固定好上半身，轻轻一摁操控键，吊臂可以支撑300公斤的重量，即便下肢瘫痪的患者也可以“站立”起来，同
时这台具备电动轮椅功能的设备可以辅助患者“自由”外出。

在位于梁园区的河南国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展厅内，一台下肢瘫痪行走训练机器人无疑是众多科创产品中较为亮眼的成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一年多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

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春龙翘首，万物复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我市科技花开硕果丰：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7家、省级高新区7

家、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5家，数量均居全省第一；建成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数量居全省第三。市科技局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科
技部授予“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以科技创新之力，企业“创”出新天地，我市“创”出发展新未来。

从最初的 3个人到现在 20多人，再到年产值
突破500万元，在商丘北航星空创新园孵化的商丘
市易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从事的是软件开发，创新园不仅为我
们提供了资源和业务对接平台，还对我们的科
技创新发展思路进行指导。”该公司负责人苏帅
鹏说，“按照目前的业务量，今年我们公司的产
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

该园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科研人才优势
及成熟的科技园区运营服务模式，为入驻企业提
供科技研发、技术转化等服务，同时开展学校技术
转移、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产学研合作、培育战略新
兴产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科技服务载体。

创新是发展的“催化剂”。从商丘北航星空
创新园孵化“毕业”后，如今河南国健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已成长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
务、技术培训等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同时还是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瞪羚企业。该公
司拥有的河南省数字康复设备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提
供了坚实后盾。去年，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1.08亿
元，实现利润1250万元，上缴利税310万元。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建强平台载体
是关键。我市加快创新布局，建强科技创新平台
载体，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不断提升科技创

新平台载体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度。
奋楫者先，勇为者成。近年来，我市着

力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推动国家和省
级高新区创建工作。组建国家高新区创建工
作专班，争取财政专项资金，开展政府采购国
家高新区创建咨询服务工作。2022年，睢县产
业集聚区申报省级高新区已获得省政府批准。

2022年，我市科技创新主体、载体、平台建设
实现新突破。新增河南省高新区1家，总数达到7
家，稳居全省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113家，申
报数量和评审通过率均创历年最高；新入库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433家，较2021年增长55%。

——着力创建省中试基地等创新载体。民
权制冷装备、柘城多层精密电路制造2家企业申
报的河南省中试基地正式获批，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柘城县和商丘高新区、宁陵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分别申报了国家高端装备制造特色产业
基地、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省级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全市新获批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
家、众创空间1家、星创天地4家。

——着力培育科技创新平台。2022年，我
市又获认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6家，总数
达到 166家。认定中原学者工作站 1家，总数达
到4家。组织申报市级重点实验室29家、中试基
地 7家、新型研发机构 2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6家，通过评审，从中认定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44家，总数达到147家。

——着力建设智慧岛科技大厦。2022年年
底前申请了政府专项债，组织市铁投公司开展规
划、设计和装修，并初选出运营公司。与此同时，
睢县凤栖湖智慧岛项目依照全要素、低成本、便
利化、开放式的要求，立足睢县、辐射周边，构建
一流的创新生态，不断集聚高端要素资源，平台
载体科学、规范、高效运行。

夜幕降临，商丘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三
楼的河南省生物分子识别与传感重点实验室内
依旧灯火通明，实验室执行主任周艳丽教授正
带领团队人员进行科研实验。

河南省生物分子识别与传感重点实验室以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快速、精准诊断领域
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国家
老龄化社会需求为牵引，建设河南需求、国内
一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诊断技术创新高地、“人
才引育”高地，产出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成果，
引领区域创新发展。

作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原千人青
年拔尖人才、首届商丘学者，周艳丽教授和团
队人员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项，执
行经费 750万元，其中面上基金 9项，青年科学
基金 12项，NSFC-河南省联合基金 1项，正在
申请受理中的国家专利 24项，获批的国家专利
25项。同时，积极与省内外各级企事业单位联
合开展横向项目合作，先后获批横向项目20项。

实验室产出的科研成果，是助推高质量发

展的“宝藏”。如何让科研成果由“智”变“金”，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答案是高
校和城市融合发展，互相滋养、相互赋能。

2021年，商丘师范学院构建了校市融合发
展“5211”工程。两年来，工程进展顺利，取得
了显著成绩。

目前，商丘师范学院华商学院（企业家学院）
成功举办 17期大讲堂，培训企业负责人、企业高
管、市直有关部门工作人员8500多人次。现代产
业学院方面，已与梁园区人民政府、华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生命健康产业学院，与永城
市人民政府、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
作共建汉文化旅游产业学院；积极开展“万人助
万企”活动，校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和博士服务团，
走访企业 140余个，建立实习实训基地 120余个；
与26家商丘市规上企业签约共建研发中心，派出
博士等科技研发人员近 100 人。商丘科学院方
面，与市科技局对接，提出了聚焦区域生命健康、
生物医药、选种育种、新材料等领域重大科技需
求，重塑研发体系、转化体系和服务体系，将商丘

科学院建设为豫东“人才高地、科研高地、创新高
地”的办院定位。环商丘师范学院创新创业产
业，已完成环商丘师范学院创新创业产业带设计
工作，构建出了“十园多街一环”的环商丘师范学
院周边创新创业产业带。现今，梁园区正在规划
中，部分企业已入驻。

循规律乘大势，抓机遇赢未来。与此同
时，2022年市科技局积极组织 30余家企业与商
丘师范学院签订合作协议，邀请清华大学河南
校友会举办2场产学研合作专场对接活动。征集
企业技术需求 16项，组织开展“揭榜挂帅”攻
关。积极帮助科技型企业争取科技贷 1.3亿元。
组织 13家企业承担省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
专项等项目，共争取财政科技资金 2630 万元，
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相得益彰，互相赋能。高校为城市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和创新支撑，城市为高校科技创
新厚植研发“沃土”。高校和城市融合发展，进
一步推动了创新成果实现本地产业化，打造了
我市发展的创新策源地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校市融合发展 互相滋养相互赋能

在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宁陵酥梨试验
站的145亩试验田里，试种着100多个特色品种。

株株呈“Y”字形生长的梨树凝聚着研究所
科学家的心血，几年来，他们不断加快技术攻
坚、成果转化的进程，为宁陵酥梨产业全面升
级迭代提供着高、精、尖的科技支撑。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2019年成立
的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宁陵酥梨试验站
主要开展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产
品、新装备研发和试验示范，目标是建成集品
种培育、成果转化、技术示范、人才培养、国
际合作、科普教育和观光旅游“七位一体”的
国际一流试验站，把“看得见、摸得着、学得

会”的科学技术撒播在宁陵大地，努力实现
农业产业高端创新引领、绿色提质增效，带
动果农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种业先行。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以来，在市科技局的指导下，市农

林科学院加强了燧皇种业实验室的谋划工作。
科技为本，聚能铸强。高规格谋划、高起

点定位、高品质打造，燧皇种业实验室的建设
目标是：建成商丘市农作物育种领域的龙头
型、引领型创新平台，力争“十四五”期间打
造成豫鲁苏皖接合部区域性农业种业创新中心。

如今，燧皇种业实验室已成功对接永城市、
夏邑县、虞城县、宁陵县等区域内国家级良种繁
育基地，围绕制种大县、良繁基地需求，着力开展
种质创新，在小麦、花生、大豆、甘薯等农作物重
大战略品种培育方面实现新突破，为我市现代种
业发展提供品种支撑；市农林科学院积极与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联系沟通，对
接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来我市发展；谋划商丘市种
业创新中心项目，项目基础设施部分包括燧皇种
业实验室和种子加工、贮藏、检测设施，项目试验
示范基地部分主要依托睢阳区农科所651亩国有
科研试验用地，建设燧皇种业实验室科技创新基

地；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提升创新攻关能力，
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科技创新。

时间镌刻奋进的步伐：2022年，我市获省
新认定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2家、总数达到 8家，
省级“星创天地”4家、总数达到13家，新认定
市级农业科技园区3家、总数达到13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市以试验站、实
验室为科技创新龙头，强力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的同时，市科技局积极组织实施科技特派员专
项行动，与县、乡、村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开
展“一对一”“点对点”技术指导和培训。

奔走在田园阡陌间的科技特派员，一路撒播
着科技火种，用心血和汗水浇灌沃野平畴，助推
农村创新创业，汇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能量。

起笔现在，瞄准未来。我市大力实施科技
创新引领行动，为加快现代化商丘建设提供了
有力支撑。相信，创新的闸门高高升起，我市
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必将滔滔喷涌、澎湃成潮。

撒播科技火种 汇聚乡村振兴动能

企业科技创新 助推产业能级跃升

建强平台载体 夯实科技创新支撑

睢县凤栖湖智慧岛睢县凤栖湖智慧岛

◀◀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厚德钻石生产厂区厚德钻石生产厂区

美 兰 生美 兰 生
物 实 验 室 内物 实 验 室 内
工 作 人 员 正工 作 人 员 正
在进行实验在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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