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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升创新创业载体3

高水平建设
自创区洛阳片区

制图制图 银刚银刚

依托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设一批专
业化众创空间、科技型孵化器和创新创业基地。培育一
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孵化平台，发展新型双创孵化载
体。常态化举办创新创业赛事活动。

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2

2017年 力争新建国家创新平台2家、

省级以上研发平台20家

2020年 科技创新平台总数达到

1000家

围绕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新
能源等产业，培育建设一批创新引领型平台。

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计划1

2017年 建设提升15个创新创业载体

2018年 建设提升20个创新创业载体

2019年 建设提升25个创新创业载体

2020年 建设提升30个创新创业载体

到2017年年底，自创区洛阳片区力争培育:

创新型龙头企业5家、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1家、

高新技术企业45家，新增各类创新主体300家以上

到2020年:

创新型龙头企业达到 15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35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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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
这方面，自创区洛阳片区建设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未来，我
市将推动相关城市区制定完善科技创新扶持政策，促进省、
市支持自创区建设30条政策落地；出台各类引导资金操作
规程，推动设立天使投资基金和种子投资基金，加快建设提
升洛阳科技大市场和洛阳科技金融大市场；推进高新区体
制机制改革，重点抓好“直通车”制度改革、市级管理权限下
放、人事管理和薪酬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等四项任务，激发
创新发展新的嬗变。

——市科技局局长 王进

麻将牌大小的黑色仪器在胳膊上一扫，几秒后，
身体的体脂成分在手机屏幕上一目了然……2016

（洛阳）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让洛阳光度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曹宇的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脱颖
而出，也让他成了不折不扣的“新洛阳人”。

“是洛阳给我们提供了出彩的机会和舞台。老
家在安徽的我，已经在洛阳买房定居，全力开展项目
研发。”曹宇语气坚定。

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内容。近年，在经济转型
大背景下，各地竞争从拼市场、拼资金、拼政策，发展到
了拼软环境。作为我市吸引优质“双创”团队的妙笔，
展会赛事正成为吸聚中小企创新成果的“磁石”——

进入2017年，第二届直通硅谷大赛报名数量从
去年的900余家猛增至2500 余家；2017洛阳创业
之星大赛市外项目较去年增长44.1%，战略性新兴
产业参赛项目占八成以上；在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先进制造行业总决赛中业总决赛中，，全国不同地区的全国不同地区的273273
家优秀企业齐聚古都家优秀企业齐聚古都，，唱响唱响““中国双创好声音中国双创好声音”！”！

如今如今，“，“双创双创””大潮下大潮下，，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众创空
间等孵化载体也成为全市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转间等孵化载体也成为全市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转

型升级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新热土。
站在风口，才能翱翔高飞。过去几年，“互联

网+”疾风劲，我市乘势而上，积极培育一批基于互
联网的新型孵化平台，放飞“洛阳智造”梦想。

几千公里外，数十台拖拉机在田间作业，拖拉
机位置、状态、运行时长等数据在洛阳基地一目
了然……依托“互联网++众创空间”，洛阳中科信息
产业研究院利用自身在智能硬件技术、移动通信技
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与中国一拖集团
联合开发智能“东方红”拖拉机，让拖拉机从“傻大笨
粗”的冰冷机械蝶变为“智慧农耕专家”。

截至9月，我市省级以上创新创业载体增至65
家，数量居全省前列；孵化场地总面积200余万平方
米，孵化资金总额2亿多元；在孵企业和团队5200
余家，从业者达3万名，较去年同期均大幅增长。

自主创新创新、、一路高歌一路高歌，，自创区建设让自创区建设让““洛阳创新洛阳创新””
的金字招牌的金字招牌更亮更亮、、成色更足成色更足，，必将在加快建设中原城必将在加快建设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市群副中心城市、、打造带动全省发展新的增长极征打造带动全省发展新的增长极征
途中做出新贡献途中做出新贡献、、取得新突破取得新突破！！

本报首席记者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张锐鑫 通讯员通讯员 任姣姣任姣姣//文文
记者记者 潘郁潘郁 鲁博鲁博 常世峰常世峰//图图

自创区质变焕生机

“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
机”……让洛阳人倍感骄傲的是，写入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绝大多数都有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片区企业的
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洛阳创
新发展也动力十足。自去年 4 月郑洛新国家
自创区获国务院批复建设以来，我市抢抓重
大历史机遇，加速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培育创
新主体平台，建设提升创新创业载体，争做自
创区的领头羊，一场自主创新的质变正在悄然
发生。

如今，走进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已经很少看到人了：满眼尽是舞动的机械
臂、跳动的银色器械，“机器眼”一扫，500多个
关键尺寸测量数秒内完成，多项自动化生产技
术填补国内空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
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从首艘国产航母
入水到“大飞机”C919首飞，再到“复兴号”动车
组首发，今年以来，在一项项“共和国第一”的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均有来自中航光电光电系
统配套。

去年，我市8家企业跻身首批省级创新龙
头企业，入围数居全省各省辖市首位，中航光电
名列其中，创新龙头名至实归！

一批创新龙头崛起的背后，离不开我市深
入基层，调研选秀，挖掘创新尖兵。去年以来，
我市围绕现代创新体系抓项目，实施创新主体、
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出台《洛阳市培育创新
型企业实施办法》，培育创新“尖兵”。

进入2017年，新一批拟培育创新龙头企业
正在蓄势——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钢化
设备最大加工尺寸达到令人震撼的20米×3.5
米，刷新世界纪录；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直
径9.785米、重达76吨的整体式特大型转盘轴
承下线，一举打破中国最大最重转盘轴承纪录；
河南柴油机重工责任公司新能源燃气发动机输
出功率和热效率打破国家纪录……

截至9月，自创区洛阳片区已申报省创新省创新
龙头企业龙头企业2525家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6363家家、、新备新备
案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案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388388家家，，同比分别增同比分别增
长长7878..66%%、、3434%%和和131131%%。。洛阳创新型企业的队洛阳创新型企业的队
伍正不断扩容伍正不断扩容，，征战创新版图凯歌空前嘹亮征战创新版图凯歌空前嘹亮！！

作为“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唯一的农
机展品，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首
台4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东方红-LW4004”日
前惊艳亮相，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这不是“东方红”拖拉机第一次作为国家名片工
程亮相。在去年举办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上，李克强总理参观了这款拖拉机后表示，350马力
以上的拖拉机以前只能从国外进口，现在咱们中国
一拖能够研制成功400马力拖拉机，非常了不起！

重大装备创新，最难“首台套”。在迈向“全球卓
越农业装备供应商”路上，中国一拖集团拖拉机动力
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作用举足轻重。拖拉机传动
系关键技术研究、拖拉机用柴油机节能减排关键技
术研究、拖拉机智能控制技术研究……当国内不少
拖拉机企业还在干组装加工的活儿，挣微薄利润时，
一项项前沿研究已让中国一拖集团站在了中国先进
拖拉机研发生产金字塔的塔尖。

真正的核心技术，市场换不来，资金也买不

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
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
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企业而言，只有建设更多高水平、高层次的研
发平台，才能真正掌握行业核心技术，占领发展高地。

时下，我市以“双倍增”行动为抓手，突出重点攻
坚；开展创新资源大调研，确定15个国家级平台、62
个省级平台等重点培育目标，集中力量，精心培育。

今年，我市新建各级各类研发平台258个，全市
研发平台总数逾1400个，涵盖先进装备制造、新材
料、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其中，自创
区洛阳片区上半年新认定国家级创新平台2家、省
级平台12家、市级平台69家，新增创新平台总数同
比增长35.6%。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一项项业界先进技术
和产品在这里孕育、成长，正全面激发创新成果的
裂变！

育“尖兵”
创新龙头行业争锋

搭平台 技术研发质量齐升

建载体 “双创”成果加速涌现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玻璃钢化连
续炉生产线

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互联网++众创空间”

洛轴洛轴LYCLYC公司制造的国内直径最大吨位最重的转盘轴承顺利下线公司制造的国内直径最大吨位最重的转盘轴承顺利下线

河柴重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燃气发动机2017中国（洛阳）直通硅谷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制定实施《洛阳市培育创新型
企业实施办法》，健全完善“科技型
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创新型龙头企业”研发
创新扶持政策体系，强化科技创新
引领，突出龙头企业带动，打造高效
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集群。

高水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