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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自创区洛阳自创区：：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

滔滔伊洛河，涌动创新潮。洛阳自创区坚持

以创新引领发展，创新活力持续涌动，发展动能澎

湃有力。

数据显示，目前，洛阳自创区高新技术企业占

洛阳市总数65%以上，河南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载

体）占洛阳市总数75%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洛

阳市总额 90%以上……洛阳自创区，已发展成为

洛阳市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活力最活跃、创新成

果最丰硕的技术策源地。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近年来，洛阳市以洛阳

自创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载体，锚定“两个

确保”，落实“十大战略”，聚焦“建强副中心、形成

增长极”，聚力实施“四大专项行动”，用好科技创

新、改革开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三个重要抓

手”，坚持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产业落到风口上、

把主体落在企业上，把重点落到转化上，推动新质

生产力加快形成，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的能力不断增强，奋力谱写现代化洛阳建设

新篇章。

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穿梭……连日来，

位于洛阳伊滨智慧岛核心区的龙门实验室总部基

地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奋力冲刺预定节点目标。

作为河南省、洛阳市重点项目，龙门实验室

总部基地项目规划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总投

资 11亿元，建设包括总部办公楼、成套装备科创

中心、智能制造基础研究中心、地下室及室外工

程等，是河南省委、省政府支持洛阳打造的首家

省实验室和重大创新平台。

一手抓项目建设，一手抓科研攻关。首台油莎

豆高效联合收获机试验成功、“先进硅基光电功能

材”中试成功、首批6个省级重大项目全面启动……

龙门实验室探索建立起的“企业出题+实验室答题”

创新模式，已经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

立足中原、智造中国、装备世界。作为洛阳

市首家河南省实验室、重大创新平台，龙门实验

室聚焦新材料与智能装备科技前沿，以新材料和

智能装备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加速培育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产业项目，努力

建成国内新材料和智能装备领域的创新中心和人

才高地。

高能级创新平台，是突破科学前沿和关键

核心技术的“实力担当”，也是支撑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坚实底座”。2023 年，洛阳自创区抢抓

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河南省级创新平台整合

机遇，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搭建高能

级创新平台，推动各级各类创新平台提质增

效，集聚各类高端要素资源，赋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如今，洛阳自创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成

绩斐然：龙门实验室顺利入驻总部基地并召开

理事会第 3次会议，矿山重型装备国家重点实验

室、拖拉机动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

重组，普莱柯国家兽用药品创制重点实验室、智

能农业装备研究院国家收获机械可靠性提升重

点实验室获批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洛

阳分中心获批，周山、伊滨智慧岛双双入选河南

智慧岛名单；中航光电获批组建河南省光机电

集成互连传输技术重点实验室，新建洛阳市级

重点实验室 18家；新增 1家国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2家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

服务平台，新建院士工作站等3家。2023
年，洛阳市新增各类创新平台 460家，总

数达到3416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洛阳智能科技产

业园成功入围河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名单，至此，洛阳市的河南省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数量增至3个，总数

位居河南省前列；洛阳伊滨高新区获批

成为河南省级高新区，至此，洛阳市省级

以上高新区总数增至5个。

一流创新平台，带来创新成果竞相

涌现：C919 大飞机实现商飞，国产大型

邮轮完成试航，神舟家族太空接力……

众多“大国重器”闪耀“洛阳创造”，“洛阳

轴承”“洛阳连接器”等屡屡建功。2023
年，洛阳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45.4亿

元、同比增长 27.3%，全社会研发投入强

度连续5年领跑河南省，荣获河南省科学

技术奖27项、创历史新高，入选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

开展延链补链强链
风口产业集聚成势

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推动现代化洛阳

建设，产业是根基和关键。

2023 年 10 月 8 日，中航光电高端互连科技

产业社区项目在洛阳高新区开工，将为洛阳市

光电产业链发展提供新助力。

光电产业是数字经济的关键支撑，是河南

省委省政府和洛阳市大力发展的重点产业链之

一。据悉，此次开工建设的高端互连科技产业

社区项目计划投资约 27 亿元，规划建设高端连

接器智能生产厂房、高精密模塑加工中心、创新

孵化中心及配套设施约 24 万平方米，以智能制

造技术为抓手，围绕高端光电子元器件研发及

业务孵化，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为客

户提供趋向于系统级、整机级互连解决方案。

按照规划，该项目建成达产后，有望新增年销售

收入近 40 亿元、利润总额 7 亿元、年纳税额约 2
亿元，并吸引更多专家学者、高层次人才集聚，

有效提升洛阳市光电子元器件产业链科研实

力，为推动洛阳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提供

强有力支撑。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2023年，洛阳自创区聚焦产业链中高端、关

键环，围绕轴承制造、矿山装备、耐火耐磨等传

统产业，瞄准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风

口”产业，开展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定向精准招

商，强链聚群加快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走出一条具有洛阳特色的产业强市之路，奋

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重振洛阳辉煌。

在洛阳自创区带动下，洛阳市“风口”产业

集聚成势：中国一拖、洛阳LYC轴承、中信重工、

中钢洛耐、洛阳玻璃等焕发新生，中州时代带动

22 个新能源产业配套项目落户伊滨科技城，百

万吨乙烯带动 36个石化新材料配套项目落地孟

津绿色石化先进材料基地，光电器件、新型显

示、人工智能等新 IT产业多点发力、营业收入增

长 15%以上，高端轴承、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等智

能装备产业营业收入增长 10%以上，洛阳市入选

首批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0强城市。

同时，洛阳自创区积极把握产业“风口”，实

施重大科技专项，率先开展揭榜挂帅工作，助推

产业创新发展。2023 年，新获批河南省重大专

项 11 项、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 21 项，累计获得

河南省财政资金 2亿元支持；新实施洛阳市重大

科技创新专项和揭榜挂帅项目 25 项，投入财政

资金 4000 万元、引导社会投入 3.2 亿元，年新增

销售收入 17亿元、年新增利税 3.16亿元，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 150个。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
企业创新活力迸发

“世界首台套！”2023 年 7 月，中信重工锻造

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功率 500 兆瓦级高水头大

容量冲击式水轮机组超大型转轮中心体锻件下

线，“洛阳制造”助力我国水电机组关键核心技

术国产化。

此次下线的锻件，是中信重工采用新型金

属材料工艺制造完成的国内最大规格的高端大

型马氏体不锈钢转轮中心体整锻锻件，由该公

司 18500 吨油压机锻造而成，锻件重量约 120
吨，外径约 4.7米，厚度约 0.9米。该锻件将用于

西藏首座装机规模超百万千瓦水电站项目——

中国大唐扎拉清洁能源一体化基地核心电站。

中信重工铸锻研究院工艺研究所副所长于

保宁介绍说，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该锻件具

有冶炼钢水纯净度高、钢锭品质高规格小、锻后

材质均匀性好等特点，突破了行业内特大型马

氏体不锈钢产品固态模拟、冶炼、锻造和探伤检

测等极限制造关键核心技术。该超大型转轮中

心体锻件的成功下线，实现了中信重工继 2023
年 5 月完成 150MW 级转轮后，在水电行业践

行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又一新的重大突破。

同样是 2023 年 7 月，全球首台 16 兆瓦超大

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上风电场成功并网

发电。该机组核心部件主轴轴承由洛阳LYC轴

承有限公司与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

制，再次刷新我国大功率风电主轴承的研制纪

录。

“此次主轴轴承的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不

能研制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主轴承的历史，

是我国大功率风电主轴轴承，从跟跑到并跑的

重要转折点。”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于

海波介绍说。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

的生力军。洛阳自创区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

行动，重建重塑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全面落实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完善提升“微成

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培育机制，加快创新主

体倍增壮大，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

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2023 年，洛阳市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60 家、总数超 1400 家。截至目前，洛阳市创新

龙头企业达到 25 家，瞪羚企业达到 50 家，备案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3000 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突破 2000 家，“中国企业 500 强”达到 4
家，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两年翻两番，河南省级制

造业头雁企业数量居河南省第一。

聚焦“第一资源”
创优人才发展生态

“洛阳真的是我创业福地，这里不仅能发挥

我的所学与专业特长，还能把基础研究成果转

化应用到各个领域，把搭载‘洛阳智造’技术的

激光雷达产品带向全国各地。”两年前从大连来

到洛阳，创立万合（洛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

周孟龙说。

万合光电专注于激光探测技术领域，成立

两年以来，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

2023 年获得洛阳市级与区级创投机构天使轮

融资 1200 万元。该公司研制的激光雷达产品，

通过了工信部检测，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

白，储备意向订单金额近 1.2 亿元。周孟龙入

选 2022年首届河洛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名单。

人才是第一资源。洛阳自创区以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深化人才“引育用服”体制

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引才政策和优化育才环境，

创优人才发展生态，让更多千里马竞相驰骋。

洛阳自创区深入实施“河洛英才计划”和“洛

阳市百名科技人才入企计划”，修订出台《洛阳高

新区推进“头雁人才”行动实施办法》，健全高水

平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同时，洛阳自创区设

立洛阳市首支人才项目基金——“洛阳市英才

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审议决策 3个投资项目，投

资金额 4500 万元；实施“百名科技人才入企计

划”，建立“2023年洛阳市‘百名科技人才入企计

划’企业人才需求信息库”，累计为洛阳市 104家

科技型企业柔性引才 126名。此外，成功举办第

六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和第三

届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洛

阳专场等活动，吸引国内外 300余名全国高水平

专家代表参加。

金融是企业发展的血液。作为河南首批省

级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城市之一，洛阳市始终坚

持推动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围绕科技型企业发展

“四个阶段”（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

积极构建科技金融“四大体系”（政策体系、工作

体系、投融资体系、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全周期、

全链条、专业化、精准化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

同时修订出台《洛阳市科技型企业贷款风险补偿

资金池操作规程》《洛阳市科技创新创业引导资

金操作规程》，指导科技金融受托管理机构、“科

技贷”合作银行联合县区、园区开展助企活动，走

访调研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科技企业 170余

家，为科技企业茁壮成长、风口产业集群集聚注

入金融“活水”。

截至目前，洛阳市各级财政共投入科技金融

资金11370万元，“科技贷”合作银行9家，累计支

持企业423家，发放贷款累计超过11.8亿元，服务

企业数量超过600家。科创基金总规模3.5亿元，

累计向 25家科技型企业投资超 1.75亿元。2023
年洛阳市“科技贷”新增放贷 4.6亿元、完成全年

目标的143%。

河南中托力合化学有限公司正是“科技贷”

获益者之一。“‘科技贷’提供及时且持续的支持，

才使得我们企业不再为资金问题而发愁，解了我

们发展的‘燃眉之急’。”河南中托力合化学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文绍说，对企业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政策举措落地有声，众多人才纷至沓来。

2023年，洛阳市新培育河南省级以上科技领军人

才16名，培育洛阳市级科技领军人才17人，支持

河洛青年创新创业人才项目 38个、支持资金 560
万元。

2024年是奋力开创现代化洛阳建设新局面

的关键一年，是加快实现“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

极”目标的重要一年，洛阳市将勠力同心、奋楫笃

行，坚持把洛阳自创区建设作为洛阳创新发展的

主抓手、主引擎，突出“高”和“新”发展定位，构建

“两基地、三载体”创新大格局，加快创新主体倍增

壮大，打造区域重要的人才中心，前瞻性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开创现代

化洛阳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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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洛阳市以洛阳自

创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

心载体，坚持把创新落到产业

上、把产业落到风口上、把主

体落在企业上，把重点落到转

化上，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

成，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的能力不断增强。

2024年，洛阳市将坚持把洛阳

自创区建设作为洛阳创新发

展的主抓手、主引擎，突出

“高”和“新”发展定位，构建

“两基地、三载体”创新大格

局，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

断开创现代化洛阳建设新局

面。

洛阳LYC轴承与金风科技联合研制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核

心部件主轴轴承。

中信重工锻造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的冲击式水轮

机组超大型转轮中心体锻件顺利下线。

创新发展中的洛阳自创区

洛阳市—天津大学2023年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暨河南省科技成

果直通车活动。

洛阳科技大市场

洛阳高新区周山智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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