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 年修建西康铁路秦岭隧道时，我国

第 一 次 用 上 了 德 国 生 产 的 隧 道 掘 进 机

（TBM），挖掘速度比过去常用的钻爆法等快

几倍，还安全。但是，一台这样的设备动辄要

3 亿多元，一个螺丝帽坏了都要从国外更换。”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中铁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华自豪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能自主生产这样的

‘国之重器’，而且在产量、型号等方面跃居世

界第一，还将盾构机出口到其发源地欧洲。”

不仅是盾构机，在河南，光互连芯片实现进

口替代；氢燃料电池客车开展示范运行，关键指

标行业领先；可见光通信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LED与半导体用精密超硬磨具、全自动微生物

鉴定药敏分析系统等产品，都打破国外垄断。

科技产业从“一穷二
白”走向“繁花似锦”

谁也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一

穷二白”的河南科技产业，如今盾构、新能源客

车、光通信无源芯片、超硬材料、流感疫苗等产

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国首

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十，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

33.3%提高到 43.4%。农业科技整体实力稳居

全国第一方阵，小麦、玉米、花生、芝麻、棉花等

品种选育居全国领先水平。

河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王忠梅说，这一切

都来自党的正确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

科技事业坚持以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宗

旨，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

得到了长足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

制、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河南科技事业

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

大，科技经费投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环境不

断优化，自主创新体系逐步形成，科技综合实

力显著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中西部地

区科技创新高地，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贡献率大幅提升，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昔日的人口大省正在
转变为人才大省

“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在 20世纪 90年

代之前，河南还没有一个院士，也没有一家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曾担任河南省科技厅副

厅长的赵晓广说，这曾经是河南人长久的痛。

直到 2003 年，郑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吴养

洁、平煤集团煤矿安全专家张铁岗才分别当选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双双填补了河南

院士“空白”。目前在豫两院院士24人，中原学

者 73人，全省研发人员数量从 1990年的 7.5万

人增加到2019年的29.6万人。如今的河南，高

端人才集聚，人口大省正在变为人才大省。

此外，河南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也实现了零

的突破。自从 2011年 12月河南大学与位于安

阳市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联合建设

河南第一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棉花生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至今，全省目前已建成国

家重点实验室 16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240 家，

省技术创新中心 14 家，新型研发机构 102 家，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426家。

与此同时，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

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

心等一批“国字号”创新载体，以及国家超算郑州

中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国字号”创新平

台先后落户河南，其中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已经成为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核心增长极。目

前，全省共有国家级高新区7家、农业科技园区

14家以及可持续发展试验区13家。

河南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也日益突出。2020

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6324家，占全国

总数的2.3%；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1826家，占

全国总数的5.3%，居全国第五、中部首位。

河南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不断完善激励创

新的政策法规，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政

策，制定了多项在全国具有突破意义的政策措

施，创新驱动发展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科技与

金融结合紧密，“科技贷”业务累计放款 39.16

亿元，设立三支总规模 19 亿元的科创类政府

投资基金；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顺畅流

通，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大幅提升，知识产权

保护更加严格，开放合作不断加强。

随着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河南的创新实

力显著提升。河南省科技厅副厅长刘英锋介

绍 ，科 技 部《中 国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评 价 报 告

2020》显示，河南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

第十七位，比 2015年提升三位。

努力打造中西部科技
创新高地

今年初，河南发布《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期间河南将坚

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抢

抓国家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机遇，积极争取国

家重大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

推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质发展；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新创业中心，

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努力实

现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技术群体性突

破；加快建设人才强省，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努力打造

人才汇聚新高地。

王 忠 梅 表 示 ，下 一 步 河 南 省 科 技 创 新

工作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

高 质 量 发 展 要 求 ，深 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略，以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为方向，以建

设 郑 洛 新 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为 引 领 ，以

培 育 创 新 主 体 为 关 键 ，以 集 聚 创 新 人 才 为

支撑，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为根本，推动全

省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稳 步 提 升 ，为 中 原 崛 起 提

供强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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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我国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也是中

部地区重要省份。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河

南人民群众，曾多次来到河南考察。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就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情况进行考察调研时，听取了河南省委和

省政府工作汇报，对河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肯定。习近平强调，希望河南广大干部群

众在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下，坚定信心，埋头苦

干，努力创造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

新的更大的业绩。

扛稳粮食安全重担

5月中旬的沈丘县周营镇，阳光炽热，麦浪

翻滚。“我们种植的‘百农 4199’，有 3000多亩，

在小麦产业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喜获丰收，亩

产比其他品种多100余斤。”久酒中梁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示范基地负责人覃兵自豪地说。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促进农业长期稳

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河南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

任”“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

为”“发挥自身优势，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

力，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嘱托，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支

持种业创新。

近年来，河南先后立项支持省重大科技专项

20项，投入财政经费6950余万元，争取国家科技

项目8项，解决了一批制约种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技

术，为河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筹建黄河实验室、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推

进创新平台建设……2019年 9月以来，河南积

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

动作为，全链条布局，统筹科技资源，打好创新

驱动发展牌，强化生态保护科技支撑，助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坚持科学谋划，厘清发展思路。河南省科

技厅先后多次组织相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

和有关企业深入开展调研，分析科技创新支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基础

和优势，研究谋划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工

程，并在规划编制中予以贯彻落实。

筹建重大创新平台，筑牢发展基础。积极

推进黄河实验室筹建工作，锚定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需求，聚焦流域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等研究领域，着力整合一批具

有黄河研究特色的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汇聚一

批全球顶尖的研发团队，构建“黄河大脑”。

加强关键技术研发，破解技术难题。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创新需求，在

2020 年的重大公益专项中单独设立“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组织专家凝

练亟须解决的科技创新重点方向，首批启动实

施了“黄河中下游滩涂生态保护关键技术体系

研究”等 5 项重大公益项目，着力突破若干制

约黄河流域保护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今年 4 月 28 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制造

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专项项目启动会在中铁

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装备）

召开，标志着该企业牵头承担的 3个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2014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期

间，就是在中铁装备郑州基地盾构机总装车间

作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

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

变”的重要指示。

7 年来，中铁装备深入践行“三个转变”重

要指示，持续开展隧道掘进机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创新技术研究，先后研

制成功世界首台马蹄形盾构机、世界最大土压

平衡矩形盾构机、世界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

国产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等一系列重大

工程装备，较 2014年专利增加 1010项，营业收

入增长 300%，产销量连续 4 年位居世界第一，

产品销往 26 个国家和地区，带领我国隧道掘

进机产业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创新之路。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

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和重点。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创新摆在

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的嘱托，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聚焦制造业瓶颈和短板，谋划

实施省重大科技专项，积极承担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加快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

术，着力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坚定信心，努力创造无愧历史的更大业绩

记嘱托

拾光机

这一天，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

开出位于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洛阳万人空巷，人们载歌载舞，庆祝中

国结束不能制造拖拉机的历史。

1958年7月20日

河南全省科学大会在郑州召开。

会议讨论制订了《1978—1985 年河南

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1978年5月22日

南阳地区科委工程师王永民发明

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电子计算机

汉字编码输入方案——26键五笔字型

汉字编码方案，在郑州通过技术鉴定。

1983年8月28日

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与解放军信

息工程学院成功研制 HJD04型大容量

数字程控交换机。打破了西方人认为

“中国人 20 世纪不可能造出程控交换

机”的断言。

1991年12月4日

我国研制的全球第一台无人驾驶

大客车，在全开放环境的郑开大道上，

全程无人工干预成功运行。它配置有

2个摄像头、4部激光雷达、1部毫米波

雷达以及组合导航系统。

2015年8月29日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动员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式揭牌。

2016年5月27日

以上图片均由河南省科技厅供图

编者按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强不息、奋发图

强，绘就了美好生活的画卷，推动“中国号”航船破浪前

行。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扬帆再

出发，科技日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神州新

篇”系列专版，以生动的故事和翔实的数据全面展现在

党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经济发展和科

技创新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总结经验，汲

取智慧，昂扬精神，凝聚立足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

大力量。

◎本报记者 乔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