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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和人才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全国政协委
员，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最关注的
是教育话题。河南是教育大省，却
不是教育强省，如何补齐教育短
板？宋纯鹏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中
西部高校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做优做强现代农业

做强做大制造业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没
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
族的强盛。

李涛说，河南省委、省政府特别
重视制造业转型升级，制定了一系
列重大举措。结合全省省情，我省
在制造业转型发展中大力实施绿色
改造、智能改造、技术改造“三大改
造”。“我们把绿色改造作为实现传
统产业转型的导向，就是由粗放转
向节约、由污染转向清洁、由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由劳动人力密集
转向技术密集。”

智能改造是实现发展和升级的
重大举措，特别是用信息化、网络
化、工业化，融合实体产业，实现产
品升级、市场升级，我们要坚定不移
地走下去。

“我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
发展都是实现河南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和砝码。”李涛建议，通过加
大资金、技改、研发，以及人才培训
的投入，完善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
的链条，让来之不易的科研成果迅
速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支撑能力。

河南高校三不足：资金、人才、创新
统计显示，中西部地区的18个省

份拥有人口 7.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53.6%；拥有地方所属普通高等学校
1360所，占全国总数的51.8%。

宋纯鹏表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教育规模迅速
扩大，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然而，
因为人口多，底子薄，以及政策限制，
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仍远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中西部地区
高校支撑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 3个
方面：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层次人
才储备和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科技创
新能力不足。如河南高校的院士、国
家杰青、长江学者等学术领军人才的
数量还比不上一所国内高水平大学
的拥有量，严重制约了河南高校科技
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补齐短板：中西部高校可从三方面发力
宋纯鹏建议，从三大方面提升中

西部高等教育支撑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投入力

度。适应区域发展的要求，调整中央、
国家对地方高校的管理模式，破除政
策瓶颈，尽快补齐中西部高等教育短
板，推动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

就河南大学来讲，在建设过程当
中，首先自身要做好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文
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另外，
让政策很快落地生根，有效地显示出
其支撑作用，也是学校发展过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

推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内涵发展。

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在推进“双一流”建
设、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中西部高等教
育振兴计划升级版等重大决策部署过
程中，在重点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引
进和培养、学位点及博士招生指标分
配、生均经费拨付等方面，支持中西部
高水平大学内涵发展。

支持一批中西部高校探索新的
办学模式。建议通过政策调整，引
导、支持一批中西部地方高校拓展办
学资源渠道，创新融资模式，缓解办
学资金压力，改善办学基础设施和条
件。支持中西部高校探索支撑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机制体制改革，
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

在河南多布局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

全国人大代表 李涛

制造业转型发展
要实施“三大改造”

全国政协委员 宋纯鹏

建议在河南布局更多
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

宋纯鹏说，高等教育在推动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河南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时期，急需一批高水平大学为区

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
支撑。对有着 1亿人口的河南来说，
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数量远远不够，
建议在河南布局更多中央财政支持的
高校，更好地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李涛说，五年前，总书记两次视
察指导河南工作，明确指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
出彩，要求河南推进“四个着力”，打
好“四张牌”。五年间，河南牢记嘱
托、不忘使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把奋斗目标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省
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原更
加出彩迈出新步伐。

李涛说，我省始终坚持“三
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推
动农业农村持续向好发展 ,但农
业结构不优、市场竞争力不强、产

业融合度低、农业产业价值链短
等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准确
把握河南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趋
势，更加精准地谋划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壮
大优势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完善供应链，要推行绿色发
展方式，要大幅度调整和优化农业
结构，大力实施绿色改造、智能改
造、技术改造，培植和壮大农业龙头
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结
构调整，进而做优做强现代农业，为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
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
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总书
记对中原大地、对河南亿万人民的
牵挂和惦记，我们备受感动。”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厅长李涛说。我省始终坚持“三农”
工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为乡村
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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