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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册。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自

古以来就是创新创造的热土、人才集聚的高地。日前，第三届

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在郑州成功举行。

大会以“聚全球创新资源、助中原更加出彩”为主题，组织了 7

个专场活动和科技外交官服务河南行活动。据不完全统计，

大会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00余项。

近年来，河南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深入实施

“十大战略”，不断加固“稳”的基础，加速集聚“进”的动能。特

别是坚持把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为“第一战

略”，实施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以推进省科学院重建重振、

省实验室重构重塑为牵引，以产学研贯通、推进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活动全覆盖为抓手，统一布局、统一配置创新资源，加快

构建有利于提升嫁接能力、裂变能力、辐射能力、带动能力的

创新生态圈，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心。

科技开放合作 浪潮澎湃激昂

今年上半年，河南全省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13万亿元、同

比增长 3.8%，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 9.7%、9.4%。

时隔两年，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再次

举办。

两年来，河南开放创新疾行不辍：2022 年，全省全年技术

合同成交额首次破千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共吸纳技术合

同 14889 项，成交金额 870.9 亿元，同比增长 33.46%，越来越多

的科技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

——科技开放合作的基础更加坚实。两年来，河南省练

好“内功”，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构建

形成了以中原科技城、中原医学科学城、中原农谷为支柱平台

的“三足鼎立”科技创新大格局。河南省引进“外援”。哈工大

郑州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郑州研究院等高能级研发机构相

继落户郑州，快速激活一个个创新之源。

——科技开放合作的质量不断加强。河南中医药大学携

手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携手葡萄牙贝拉

内陆大学……一批联合项目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合

作专项立项，不断拓展河南国际科技合作的领域和深度。

——科技开放合作之路越来越宽阔。6 月，万邦水果交

易市场迎来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的观摩，中国农科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承办的第七届国际瓜类作物学术大会是世界

上具有权威性的瓜类作物学术大会，已获批国家“高水平合

作交流活动项目”立项。河南高远公路养护技术有限公司

被全国对俄科技合作基地联盟第十三次会议选为优秀代

表、河南农业大学受邀在 2023 中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作

主旨报告……河南的科研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

际性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上，彰显了河南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坚定决心，也反映出河南科技创新能

力和水平迈上新台阶。

重建重振省科学院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科学家们戴着翻译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英语、日语、汉

语等多种语言间的交流。这样的场景在河南省科学院持续

上演。

10 月 27 日，作为第三届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

转移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河南省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专场

活动成功举行。中原大地以广博的胸怀，迎接来自五湖四海

的宾朋，共襄这场开放、创新、合作的科技盛会。

活动吸引了加拿大、瑞典、日本、白俄罗斯等 1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创新机构和创新团队，来自中国科学院及省内

外优秀科研机构的专家代表，以及省实验室、产业技术研

究院、新型研发机构、中试基地、科技企业的嘉宾代表等

150 余人，就激光制造、新能源、光资源与环境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及新材料、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进行技术成果展

示和发布。

“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式创新平台”是河南省科学院

重建重振之初就定下的发展定位之一。

近两年来，河南省科学院通过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强化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强化集聚整合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

的能力，打造环省科学院创新生态圈，形成了“企业出题、科学

院答题、地方政府支持”的开放式的科技服务体系。河南省持

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国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签订国际合

作协议，筹办了新型显示与成像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高水平学

术会议，河南创新的“朋友圈”正不断扩大。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专场的平台，8个项目与省科学院达成

了合作意向。基于 5G 高导高频铝基覆铜板、有机化合物中碳

原子的移动研究等项目团队分别与化工研究所、应用物理研

究所等进行了现场签约，推动省科学院与国外创新要素充分

对接，更好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支撑河南高质量发展。

本次国际科技合作专场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国际优秀创

新资源与河南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省科学院将立足河南整

合创新资源，面向全国集聚创新要素，放眼全球开展科研合

作，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推动省科学院与

国际优秀创新机构在平台建设、人才引育、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等方面加强合作。

推广绿色低碳“黑科技”支撑经济转型发展

为深入实施“十大战略”，科学统筹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推动能耗双控逐步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河南省有关部门共

同筛选出 48 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编制《河南省绿色低碳先

进技术成果目录（2023）》。10月 27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河

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河南省绿色低碳先进技

术推广专场活动”通过现场推介和展览展示等形式，重点对筛

选出的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进行宣传推介。

河南省科技厅积极推进河南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工作。近

年来，河南组织实施绿色低碳领域省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83

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3.3 亿元；建设绿色低碳领域省级科研

创新平台 400 余家，进一步提升了河南碳排放双控科技创新

能力，强力支撑河南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下一步，随着全省科技系统科技服务综合体的全面推行，

以及对科技创新三级对接体系、创新服务体系、业务办理和组

织管理体系等内容的不断建设完善，河南省科技厅将继续加

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统筹实现双碳目标

的科技创新政策和保障举措，建立一体化的项目、平台、人才、

资金调度机制，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为创

新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服务，为河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技

术保障。

绘就“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新画卷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业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河南在农业科技、农业投资、农

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了深入交流合

作。在 10月 28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

术转移大会“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专场活动开幕式上，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河南深度参与国家“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已与 20 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

系，共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6 个、联合实验室 26 家，其中涉及

很多农业方面的合作。

中国工程院有关人士说：“河南应在未来‘一带一路’农业

合作交流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全球

粮食主产区，而河南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河南要发挥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等优势，打造立足河南、辐射‘一

带一路’的系统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和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合作共赢是重要关键

词。对此，蒙古生命科学大学有关人士说：“只有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才能实现更大发展，蒙古国与中国山川相连、有着悠久

的历史渊源，学校未来会继续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共谋

更大的发展。”2020 年，河南农业大学与蒙古生命科学大学共

建中蒙黄河国际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牵手合作，

已取得丰硕成果。

深秋已至，硕果再结。此次活动上，河南农业大学与意大

利马尔凯理工大学共建的中意未来创新学院揭牌；河南科技

学院、信阳农林学院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国际农业大学进行

合作签约，未来将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联系、深

度对话。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整合各方产学研优质资源，推动河

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科技优势互补、共同提升，打造

农业科技合作新模式。当前，河南农业大学正在争创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未来将继续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辐

射和带动更多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推动中国农业及世界

农业的发展。”河南农业大学有关人士表示。

风帆正举，阔步启航。河南省将发挥好国家战略叠加、历

史人文、区位交通、制造业基础等优势，持续优化科研生态、创

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生态，在政策、资金、机制上全方位做好保

障，一如既往地为院士、专家来豫工作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不

断推动各方合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作出“河南贡献”。

图文及数据来源：河南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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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科技城智能出行系统一期启动仪式中原科技城智能出行系统一期启动仪式。。

一辆客车在宇通新能源厂区试验场内测试一辆客车在宇通新能源厂区试验场内测试。。

工人在中铁装备集团车间内进行掘工人在中铁装备集团车间内进行掘
进机主机拆机作业进机主机拆机作业，，以便出口运输以便出口运输。。

郑州市郑东新区航拍郑州市郑东新区航拍。。

河南省科学院外景图河南省科学院外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