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年来，高新区坚定推动产城
融合发展，着力生产生活生态融
合，智美新城形象初显。建成区面
积由 42.86平方公里增长至 65平
方公里，累计 550万平方米安置房
交付使用、3.8万群众回迁。

实施市政道路项目 144项，建
设里程 100.5公里，打通 3条连接
市区道路。新增园林绿化面积
1401.05万平方米。新建5000平方
米以上综合性公园 13个，新建 500
平方米以上小游园 87个，新建公
厕206座。

万达广场、华强广场、高新万
科广场、公园茂商圈相继落地。

“河湖长制”有序实施，水生态
环境逐步提高。大气污染防治三
年行动计划目标圆满完成。土壤
安全利用率达到双 100%，重点行
业重金属排放实现零增长。

5年来，高新区坚定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建成
中小学 27所，新增学位 2.4万个。
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 91.8%，学前
普惠性资源覆盖率不断提升。

医院床位数由 140 张增至
1015张；建成多核多点的医疗服
务体系，河南省中心医院高新区
医院、河南省中医院西区医院开
放服务，基本实现区域医疗服务
全覆盖。

先后举办郑州（高新区）国际
女子半程马拉松等活动，圆满完成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协办工作。持续组织开展
“春风行动”“百日千万岗位网络招
聘”等系列活动，多措并举稳就业
促创业。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十三五”收官，高新区交出高质量发展答卷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新的起
点上，回顾过去5年，高新区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
下，抢抓国家自创区核心区获批和“西美”功能布局两
大机遇，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变化，坚持稳中求
进，加强改革创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幸福
感安全感获得感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5年来，高新区综合实力
显著提升，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区建设阔步前行。GDP增至
515.2亿元，增长 135%；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至 137.8亿元，
增长 60.2%；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至67.4亿元，增长133%；
企业数量增至 45029家，增长
276%，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1123家，增长 365%；科技型
中小企业增至 2103家，增长
578%；全口径税收突破百亿、
增至 100.7亿元，增长 44.9%；
全口径财政收入增至 139亿
元，增长75.1%。

5年来，高新区坚定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勇担高新区初
心使命，创新资源持续集聚。
全社会研发投入增至 42.5亿
元，增长213%；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至 110.3亿元，增长
82.5%；年专利申请量增至
16284件，增长55.1%；年专利
授权量增至 10217件，增长
179.1%；创新引领型龙头企
业增至 14家，增长 250%；国
家级研发机构增至 26家（其
中国家重点实验室7家，占全
省的 43.7%；国家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6 家，占全省的
70%），增长 52.3%；国家级孵
化 载 体 增 至 22 家 ，增 长

267%；双创载体数量增至 72
家，增长 324%。累计形成 16
家上市公司、75家新三板企
业、542家四板企业、1家准独
角兽企业、6家种子独角兽企
业、28家瞪羚企业、74家潜在
瞪羚企业、1123家高新技术
企业、2103家备案科技型中
小企业和 2816家中原中小企
业成长指数入指认证企业。

先后引进浙江大学中原
研究院、中科院微电子所、苏
州医工所，中科集成电路与信
息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等 12
家新型研发机构。搭建了知
识产权服务运营（中部）大数
据平台、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平
台（全国总部）、国际协同创新
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协同共
享。构建“创业苗圃+孵化
器+加速器+产业园”全链条
创新孵化培育模式，载体数量
和孵化能力在全省高新区中
名列前茅，在孵企业3730家，
位居全国第五。专利申请量
连续5年过万，发明专利申请
量和授权量持续保持全市领
先，万人有效发明专利全省领
先。累计拥有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3家、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 10家、河南省知识
产权强企18家。

5年来，高新区坚定“发展智慧
产业、建设智慧社会”主攻方向，主
导产业持续壮大。坚持“院校机
构+赛事展会+产业”发展模式，主
动谋划并承办世界传感器大会、北
斗应用大会、“郑创汇”国际创新大
赛、“强网杯”全国网络安全挑战赛
系列活动，积极参与中国开放创新
跨国技术转移大会等大型活动。

签约落地紫光、创新科等 118
个产业项目，一批战略支撑型项目
投工达产。主导产业更加聚焦。
集聚传感器行业相关企业3011家，
8家上市公司，拥有以汉威科技为
代表的国内龙头企业和一批细分
领域隐形冠军企业，技术和产品国
内领先。

集聚包括 360、奇安信、天融
信、安恒、新华三、启明星辰、芯盾
网安等业内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安
全产业相关企业1232家。

三大通信运营商布局数据中
心，大数据智联网产业初具规模；
阿里、腾讯等一批知名企业云计算
和大数据项目入驻；天健湖智联网
产业园加快建设。

集聚天迈科技、威科姆等北斗
应用技术产业头部企业及中小微
企业760余家，获批“全国北斗应用
技术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超硬材料行业集聚关联企业
1838家，国内磨料磨具行业唯一
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性研究机构郑
州三磨所落户，多项超硬材料产
品、专用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国
内首创。

5年来，高新区坚定推进重大
改革攻坚，实施一系列改革创新举
措，内生动力不断激发。顺利实施
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通
过“赋权、改制、考核、激励”四步联
动，构建了科学高效的管理服务、
干部管理、绩效考核和分配激励
“四个体系”，“两级两类四板块”的
组织架构，实现了组织架构、人力
配置、团队文化、干部活力的“四个
优化”；系统重构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构建“三大体系、四个层级”国
资运营管理体系和“1+3+N”国资
运营架构。设立全市乃至全省第
一个进驻社区不动产便民服务点，
实现“交房即发证”；省内首个新型

产业用地（M0）落地，有效破解新
型产业发展用地瓶颈。

“金梧桐 1+6+N”政策体系完
成构建，先后推出“智能传感器十
条”“网安十条”等 15项创新型政
策。瞪羚独角兽梯度培育双“十
条”，获省科技厅的高度认可和采
纳推广。

围绕科技金融创新试验区建
设，着力完善金融链条，在金融供
给端、金融需求端、供需对接、政策
供给等方面持续发力。设立科技
金融广场，参股设立国有产业引导
子基金7只；构建“中原中小企业成
长指数”，帮助企业获得股债权融
资约 40亿元；打造“资本力量”品
牌，将小而散的杂货铺转变为“大
的专卖店+全的百货店”；出台科
技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管理办法、设立全省首家政策性
科技融资担保公司，化解区内科
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新三板
挂牌公司数量在全省 7个国家级
产业园区、中部六省国家级高新
区中均排名首位，“四链一城”实
施路径成效初显。

【创新驱动】
全社会研发投入达42.5亿元

【行稳致远】
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中部六省领先

【环境优化】
大气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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