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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球主流气体传感
器有 200多种，汉威科技能生产
100多种，气体传感器年产能5000
万只，截至2021年，公司取得国家
专利671项，产品通过科技成果鉴
定42项……近日，在汉威科技展
厅里，公司董事长任红军一一介
绍着公司的特点，他说：“家电、汽
车等可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当下气体传感器市场火爆。”

随着全球传感器领域顶级
盛会——世界传感器大会的连
续举办，郑州高新区企业汉威科
技也迎上行业风口，如今这家公
司已成长为国内气体传感器头
部企业。汉威科技近日发布了
2022年一季度业绩公告，报告期
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65.93万元~5289.0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25%。

走进插件焊接车间，全自动
印刷机有序运转，工人们身穿白
大褂盯着屏幕数据，来访客户边走
边问。“公司的生产工艺经过三次
迭代，已从最初的纯手工制作升
级为目前的打印生产，产品质量
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汉威科技
集团研究院常务院长武传伟说。

“产品优势来自创新能力，公
司研发人员有 700多人，最近几
年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维持

在6%~7%左右。”武传伟说，公司
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建立
了紧密的研发合作，在国内外多
个城市设立了研发中心。

从 2013年起，沈阳金建、苏
州能斯达、嘉园环保、上海英森、
鞍山易兴、雪城软件、山西腾星
等企业纷纷被汉威科技通过并
购收入囊中。与此同时，汉威科
技内生孵化了北京智威宇讯、郑
州畅威物联等企业。此外，汉威
科技还在 2016年投资了中盾云
安，加大对区块链和数据加密的
支持力度，以深挖物联网数据安
全的护城河。

“以传感器为原点，汉威科
技用8年时间完成了向物联网终
端应用解决方案全产业链外延
发展，并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物联
网产业链生态。”武传伟说，汉威
科技公司正大力拓展上下游产
业链，布局全产业链，现在成为
公司制胜的重要竞争力。2021
年，汉威科技迎来发展新机遇。
郑州市提出着力打造中国智能
传感谷，形成“千亿级”国际智能
传感器产业链。为进一步推动
智能传感产业优势资源集聚，赋
能行业联合创新，今年即将举办
的2022年世界传感器大会，汉威
科技、昊博科技等企业将在中国

（郑州）智能传感谷打造 2000平
方米的传感器物联创新街作为
世传大会分会场，汇聚传感器材
料、终端及智慧物联应用场景解
决方案，以“创新+展示+交易”为
驱动内核，强化应用端优势，用
市场项目牵引产业资源，为项目
展示、签约、落地有效转化提供
原动力。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高
效有力的支持。”任红军说，“我
们还要借助政策的东风，不仅把
气体传感器做优，也要发展更多
种类的传感器，争取在万物互联
时代成长为传感器行业里的国
内乃至国际龙头企业。”

除了气体传感器，汉威科技
目前还拥有压力、流量、湿度等多
门类传感器及相关仪器仪表产
业，行业涵盖石油、化工、制药等
20多个领域，产品和解决方案已
应用于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传感器能让冷冰冰的设备
产生‘智慧’，我们做的事就是
‘为万物赋灵’。”任红军说，公司
正围绕物联网产业，将感知传感
器、智能终端、通信技术、地理信
息和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紧密
结合，打造汉威云，建立完整的
物联网产业链。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取得国家专利671项，产品通过科技成果鉴定42项……

传感器头部企业汉威科技练就“凌波微步”

本报讯 4月12日，站在天健
湖边，郑州云智信安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创始人张乾坤给双桥园
区运营中心主任徐鸿科通了电
话。对于公司被认定为种子独角
兽企业，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连说了三遍“谢谢”。

据了解，在云智信安入驻双
桥园区的日子里，张乾坤亲身体
会到了运营中心全心全意的关
心、实实在在的服务。3年多来，
运营中心不仅帮助云智信安这样
的企业成长为独角兽种子，也为
8000多家其他企业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服务，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发
展机遇，双桥园区形成了令人瞩
目的科创产业新高地。

企业服务驿站进园区，改“等
服务”为“送服务”。双桥园区以
“服务驿站”为依托，深入了解入
驻企业的各种需求和发展设想，
并与运营中心内设的企业服务
部、科技服务部、科技金融部、招
商引智部等直接连通，根据企业
需求实行“一对一”上门服务，确
保企业足不出园就能享受到“服
务驿站”提供的管家式服务，实现
了服务专业化、常态化。仅去年
下半年，运营中心累计走访园区
重点企业228家，召开座谈会138
场，收集问题 90个，问题解决率
100%，帮助企业克服疫情、水灾

影响，快速恢复了生产经营。
打造产学研需求链条，推动

科创资源集聚融合。3年多来，运
营中心采取多种方式，集聚创新
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
发机构等科创资源，打造需求链
条，为科技型企业快速孵化打下
坚实基础。如利用双桥园区所在
地的高校资源，连接苏州医工所、
浙大中原研究院等科研院所资
源，为产学研各单位之间开展合
作架起桥梁、搭建平台。目前，通
过运营中心直接搭桥的 23家企
业，已经和大学科研机构、社会研
发机构等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落实科技创新政策，助力企
业享受国家红利。截至目前，双
桥园区年度高企后备企业数量达
到 160家，2021年度已通过河南
省公示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71
家、复审通过认定26家、存量高新
技术企业248家。同时，组织辖区
149家企业申报河南省研发后补
助，获得奖补资金2033万元；组织
120家企业申报郑州市研发后补
助，获得奖补资金3920.1万元。

助推成熟企业上市挂牌，深
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3年
多来，经双桥园区运营中心培育
的上市公司从2家增长到3家，省
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从零增长到
1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从基础层

进入创新层企业 2家，中原股权
交易中心挂牌企业从 26家增加
到 72家，增长 177%。其中，天迈
科技 2019年创业板上市是河南
省首家新三板成功“转板”A股企
业，衡量科技是 2019年度郑州市
唯一一家新增挂牌企业，秋乐种
业、森鹏电子等重点企业目前已
启动 IPO进程。

经过3年多的努力，双桥园区
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科创产业体系，
在入驻的217家“规上”企业中，四
大主导产业已经基本成形。同时，
两大高科技产业正在形成特色，即
以新华三、紫光计算机、长城电脑
等信创企业为依托的物联网产业，
以启明星辰、芯盾网安、紫荆科技
等网络安全企业为依托的电子信
息产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瞪羚企
业从 20 家增加为 40 家，增长
100%。云智信安被认定为种子独
角兽企业，实现独角兽企业零的突
破。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被
河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重大新型
研发机构。截至 2021年底，园区
GDP从2018年的97.6亿元增长到
185.5亿元，亿元以上企业从17家
增长到 39家，新建科创项目占整
个高新区新建项目的70%以上，双
桥园区已经成为高新区乃至郑州
市科创型产业聚集的新高地。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刘松伟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深交所
河南基地、郑州高新区挂牌协
会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联合政
府、券商、基金、创投等金融部
门及机构等，利用自身的凝聚
力与服务力促进产业经济发
展，助力企业发展。

自3月份以来，高新区创发
局及金融办，深交所河南基地、
高新区挂牌协会，共同联合走
访了众智科技、富耐克、保时
安、瑞普生物、金苑种业、畅想
高科、信安通信、驰诚股份、银
丰生物、库克文化、美克盛世等
20余家上市后备企业，面对面
深入了解企业情况。

针对上市辅导企业，了解
企业在辅导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针对新三板企业，尤其是
已经在创新层的企业，根据企
业经营情况，与机构、专家一起

分析、研判企业进入北交所或
登陆A股市场的可行性，并提
供建议。为政府完善配套政
策、加大支持力度、优化资本服
务体系提供依据，有效解决企
业在上市前期、推进过程中的
难点和堵点。

据了解，为了推动区域内
企业快速上市、提振企业上市
信心，在高新区管委会的指导
下，深交所河南基地、高新区挂
牌协会联合各个园区、中小企
业指数平台等，通过企业梳理
归类，建立了上市企业培育
库。其中 200家上市后备企业
种子库、100余家重点上市后备
企业库、11家在审在辅企业库，
构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梯
次培育体系。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张晓飞 文/图

深交所河南基地、高新区挂牌协会

推动企业快速上市
提振企业上市信心

高新区双桥园区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设“服务驿站”推管家式服务
了解企业各种需求和发展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