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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县委书记杨建强：

打造新质生产力
实践新高地

“我们锚定‘两个确保’，持续
实施‘十大战略’，落实‘十个聚焦’，
打造‘五大任务’品质升级版，整合
科技创新资源、提档升级优势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
打造新质生产力实践新高地。”日
前，就县域如何更好地培育新质生
产力，淇县县委书记杨建强表示。

杨建强谈到，淇县聚焦产业
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围绕“两
新两优”，聚力科技创新，以创新集
聚发展动能，构建完备产业生态，
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影响力。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导平
台、人才、机构、载体、项目等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持续实施“才聚
朝歌兴县计划”，推动“高精尖”人
才和创新型团队落户淇县，建设国
家、省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等，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量产。

提档升级优势产业。加快冷
链物流产业园等建设，创新即食即
热即烹即配食品，在航天食品等领
域深耕细作、培育品牌，打造中原
地区重要冷链物流枢纽基地、豫北
生鲜食材供应基地。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突出发
展新材料产业，依托中维化纤重点
抓好河南特种尼龙小镇建设，持续
引导理大玻璃等企业在各自领域
走深走实，打造全国知名的新材料
产业基地。

培育壮大生物制造产业。依
托飞天生物布局“健康食代”新产
业，重点抓好生物科技产业园建
设，推进小麦淀粉、玉米淀粉向果
糖、功能糖、聚乳酸等生物技术领
域延伸，加快形成“一园四区多支
点”的生物科技小镇。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全力培
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淇县实践，高水平建设

‘品质淇县’，争当鹤壁建设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的排头兵。”
杨建强表示。

淇县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鹤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姚永军：

夯实新质生产力
发展基础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鹤壁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鹤壁高新

区）锐意进取，创新企业发展服务

模式，瞄准高端化、绿色化、智能

化、融合化方向，积极实施创新平

台倍增、创新主体培育、创新人才

集聚“三大工程”，逐步形成以尼

龙新材料、生物制造、现代食品、

纺织服装等为主导的“两新两优”

产业格局。

目前，鹤壁高新区不断加强

辖区内龙头企业建设，助推中维化

纤与中科院化学所、东华大学、中

原工学院等建立产学研平台，建设

3 个省级创新平台，其生产的尼龙

66 超细旦工业丝、尼龙 66 工业短

纤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飞天生物

与中科院天工所马延和所长、浙江

工业大学郑裕国院士开展合作，成

功建设“河南省功能性稀少糖中试

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飞天特色

的农业产业化科技创新发展之路，

下一步将加快推进与科技前沿的

技术资源战略合作，推动世界领先

的高端代糖、新型替代蛋白生物技

术在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落地转

化，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

实基础。

河南省现代农业与未来食品研究会
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黄继红：

加大创新力度
提升产业链规模能级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

发展。飞天生物重点打造了小麦

绿色食品全产业链，联合中科院

天工所马延和团队 、浙江工业大

学郑裕国院士团队 、河南大学黄

继 红 教 授 团 队 开 发 了 小 麦 功 能

糖、小麦食用酒精、小麦植物肉、

小麦蛋白肽、小麦葡萄糖、小麦结

晶果糖 、小麦阿洛酮糖等高附加

值产品，使小麦实现了 25 倍到 30

倍的增值空间。

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工业应

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政、

产、学、研、用等各个方面联合起

来，共同打通各个链条的制约因

素，让更多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

中走出来，让创新科技真正赋能

产业发展。建议飞天生物下一步

在研发、智能、集聚发展等方面加

大创新力度，高标准建设国家合

成生物创新中心鹤壁成果转化示

范 基 地 等 ，加 速 培 育 代 糖 、代 蛋

白 、医药中间体等生物科技产业

集群，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集群化发展，提升产业链规模

能级，争取打造成为具备全球竞

争力的生物医药和未来食品产业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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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野农田收割藏，更楼合水满粮仓。颗
粒归仓其实只是一粒小麦的旅程起点。深
加工过程中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才让小
麦真正开启升值之旅。

让“一粒麦”增值 25 倍，是河南飞天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天生物）
已经完成中试的阿洛酮糖产品实现的。

阿洛酮糖是一种在自然界中极少量存
在的稀少糖，其甜度为蔗糖的 70%，热量仅
为蔗糖的 5%。具有降血糖、降血脂、保护神
经 、预 防 动 脉 硬 化 等 功 效 ，广 泛 应 用 于 食
品、医药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成立于 2002 年的飞天生物，最初只是

一家生产淀粉的粮食初加工企业，现如今已
经通过研发打通了小麦精深加工全产业链，
具备年加工玉米 50 万吨、小麦 24 万吨的生
产能力。

“一粒麦”的嬗变，源于飞天生物孜孜不
倦的自主创新。该公司以“粮头食尾”和“农
头工尾”为抓手，与中科院天工所、浙江工业
大学、河南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深入合作，
累计实施研发项目 100 余个，在国内率先攻
克小麦医药级淀粉糖、功能糖提取分离纯化
技术，形成了小麦绿色产品制造体系，填补
了我国小麦绿色加工行业的空白，成长为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本报首席记者 常 凯
 记者 汪丽娜 朱向阳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

在淇县，人才怎样定义？
是胸有丘壑、学富五车的院士，

举手投足流露着大家风范，撬动科技
创新版图，用科研成果为区域经
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是朝气蓬勃、独当一面的青
年才俊，潜心泡在实验室，已成
为科研攻关的排头兵。

是业务娴熟、成竹在胸的技
术 骨 干 ，能 把 图 纸 上 的 精 准 描
画 ，分 毫 不 差 地 变 成 实 物 精
品。 

是眼光独到、思虑深远的商
界精英，在信息洪流中捕捉改变
世界的新技术，借助市场力量实
现满腔抱负。

在 淇 县 ，人 才 怎 样 集 聚 回
流？

中科院理化所岳银超、朱阳
阳博士领衔来了；

深圳“孔雀计划”入选者宋骜天博士领
衔的特种玻璃制造团队来了；

郑裕国院士等 14 名高端人才、中科院
天工所马延和等 8 个专业化团队、塔格糖生
物转化等 4个“高精尖”团队也来了；

…… ……
这背后，是淇县创新实施“才聚朝歌兴

县计划”“朝歌人才智领‘淇’变”工程”、制
定出台“人才驿站”“人才归巢计划”等系列
引才举措，积极组建小麦产业链研究院、尼
龙新材料产业研究院等创新联合体，鼓励
企业申报各类创新平台，加快推动国家级、
省级、市级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的生动
实践。

这背后，是淇县持续搭建延揽英才的
广阔舞台，持续畅通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
持续完善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持续营造
人尽其才良好环境的有力举措。

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
用才，让天下英才与淇县“双向奔赴”，共享
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的故事将越来越
精彩。

将一根头发缠绕在一卷尼龙 66 上进行
比较，头发丝竟比尼龙粗得多。

“我们生产的尼龙丝直径不足头发丝的
三分之一，却能承受 10 公斤的拉力 10 年不
断裂。”王海伦说。

“一根丝”的能量远不止此。依托中维
化纤特种尼龙的核心原材料优势，淇县开工
建设了总投资 112 亿元、占地面积 3000 亩的
河南特种尼龙小镇项目。

“一根丝”是如何链动“一个镇”的？
如果说抢抓产业发展机遇是前提，那

么，淇县创新“链主企业+政府平台+资本助
力+产业链”招商模式，坚持“一园一业”，做
好顶层设计；坚持“链上”发力，释放“磁吸效
应”；坚持创新为要，抢占行业先机；坚持环

境优先，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的一套“组合
拳”就是“一根丝”链动“一个镇”的秘诀。

如今，通过这一模式，尼龙小镇实现了
裂变式成长，行业龙头纷纷落地，已累计入
驻 27 个项目、投产 19 个项目，由一家占地
260 亩的企业成长为占地 3000 亩的尼龙小
镇，由一条尼龙 66 生产线裂变成 20 余个产
品系列，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安全气囊
丝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特种纺织全产业链
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脱模布生产基地。

“聚力‘一米宽’，挖向‘百米深’。”这句
话，在河南特种尼龙小镇负责人、中维化纤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海涛看来，不仅是企
业精神，是企业使命，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采访期间，在飞天生物的实验室里，企
业引进的两位高层次人才引起了记者的关
注。

她叫刘世欣，河南农业大学食品安全专
业本科毕业后，2013 年进入飞天生物品控中
心，主要负责产品出厂前的品质检验；

她叫刘诗新，东南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研
究生毕业后，于 2023 年进入飞天成果转化
实验室，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入厂时间相差十年的两个人，一个负责
出厂产品品控，一个负责新产品研发落地，都
是和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打交道，都是用自
己的专业特长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光和热。

飞天生物的创新团队中，像世欣和诗新
这样的研发人员共计 186人，其中有博士 8人。

朝气蓬勃又创新十足的团队，再加上飞
天生物联合中科院天工所马延和团队、浙江
工业大学郑裕国院士团队、河南大学黄继红

教授团队，“借智借力”贯通产学研用，让飞
天生物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底气十足。

四个“全国第一”展现了飞天生物在小
麦深加工绿色食品产业链方面的傲人“成绩
单”：第一个创建了小麦精深加工绿色工厂，
第一个制定了小麦精深加工绿色工厂团体
标准，第一个制定了小麦精深加工绿色产品
团体标准，第一个设计了小麦绿色精深加工
全生命周期软件。

“我们现在正在瞄准塔格糖、异构酶等
增值空间更大、市场前景更广的新项目。”飞
天生物办公室主任尚海介绍，明确的发展方
向、清晰的产品定位、一流的研发团队，给飞
天生物未来发展预留了充足空间，他们计划
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将飞天生物科技产业
园打造成全国最大的功能稀少糖、替代蛋白
和关键酶制剂生产基地，形成具有国际核心
竞争力、产值达 500 亿的生物医药和未来食
品产业集群。

生产车间内，一条条智能化
生产线高速运转、火力全开；实验
室里，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协力
攻坚、勇攀高峰；项目工地上，创
新引领型项目接续“上新”、火热
推进……当前，朝歌大地随处可
见追“新”逐“质”的生动图景。

今年春天，“新质生产力”成为
高频热词，也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4月，记者走进淇县，探访
淇县聚焦“创新”这个特点，抓住

“质优”这个关键，把握“先进生产
力”这个本质，在尼龙新材料、生物
制造“两新”产业上的生动实践。

尼龙新材料逐“新”攀高

一探：“一根丝”如何跃升
为细分领域世界冠军

走进中维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维化纤）今年新上马的 2 万吨尼龙
66 特种功能性纤维智能示范工厂，只见
全自动生产线上，一颗颗米粒大小的尼
龙 66 切片，经过干燥、螺旋挤压、熔融喷
丝等工序，在 300℃高温下通过热辊牵伸
定型成尼龙 66工业丝。

“这是我们的新项目，采用了国际领
先的设备。”中维化纤副总经理王海伦自
豪地向记者介绍起新产线的过人之处。

“以前 10 套设备，年产 1 万吨；现在
12 套设备，不仅产能提升到了 2 万吨，产
出的尼龙 66 工业丝防断裂强度也随之提
高了 15%！”

“随着示范工厂在今年 6月份完全达
产后，我们就具有年产 3 万吨尼龙 66 工
业长丝的生产规模，将一跃成为尼龙 66

二探：“一根丝”如何链动“一个镇”

二探：“一粒麦”如何创新不停步

云鹤访谈

实践者说

生物“智”造一路向“新”

一探：“一粒麦”如何身价增值 25 倍

招才引智持续上“新”

如何让英才与淇县“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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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中的河南特种尼龙小镇 张胜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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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维化纤生产的尼龙 66 超

细旦工业丝、尼龙 66 工业短纤

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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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低 旦
丝 、安 全 气 囊

丝等细分领域的世界单项
冠军！”

“靠着新产线产出的新产品，我们还成

功摆脱了对日本
等国家在轮胎用尼龙丝上的
进口依赖，实现了产品的国产替代！”

新产线让企业的产能翻倍、产品的性能
提升，还助力企业成为细分领域的世界冠
军，但在王海伦看来，更为关键的是让企业
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有了更足的底
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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