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 才之策重

郑州要提高“引”的水
平，实行更加开放包容的
人才政策，提供更加优质
的公共服务，创新“人才+
资本+场景”项目保障体
制，创新以引平台、引高
校、引科研机构为主攻方
向的人才引育机制，着力
把郑州打造成为一流人才
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和
价值实现之地。

冷永清代表说，他所
在的新型研发机构引进了
国内外高端人才，围绕集
成电路与信息系统应用开
展创新研究、人才培养、成

果转化等工作，为郑州市
产业强链补链提供助力。
通过新型研发机构的引
进，高新区聚集科研人员
890名，形成以高层次人才
为骨干、覆盖多学科的专
业技术研发团队。

赵晨阳代表表示，上
街区要围绕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建设产业研究院、
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
心、产业创新中心等，争取
国家和省市级创新平台落
地布局，同时抓好现有的创
新创业平台提质升级。积
极探索借智发展路径，通过

开展产学研对接、“双招双
引”及“百千万”工程，引导
企业采取成果转换、“候鸟
式”聘任、技术合作等方式，
丰富引才引智渠道。

刘喜宗、曹可艳、王慧娟
代表认为，围绕人才培育、
引进、评价、待遇、使用、激
励等关键环节创设更具吸
引力、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
策体系，进一步完善以引
平台、引高校、引科研机构
为主攻方向的人才引育机
制，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
政策、最好的服务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成就人才。

创新“人才+资本+场景”项目保障体制提高 才水平引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
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引擎”。

作为郑州站位国家队、
提升国际化、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关键举措，中原科技
城积极探索“双招双引”双轮
驱动新模式。“挂牌成立以
来，中原科技城累计引进各
类优质项目 143个，总投资
超 1600亿元，认定各类高层
次人才 908人，初步形成以
人才为核心的高水平科创项
目规模集聚之势。”樊僧健代
表说，持续释放郑州的人才
虹吸效应，需要在发挥区域
优势的同时，重点用好人才
政策，以新机制、新生态、新
服务，确保扶持政策落地、优
惠措施落实，不断激发人才
干事创业活力。

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
需要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和实效。王新代表认为，郑
州要以人才工作“一件事”服
务为切入点，深入推行“放管
服”改革，优流程、增服务、加
速度，通过“一窗、一网、一
次、一日”服务，推动线上线
下、纵向横向多线联动，努力
打造人才服务高地。“一窗受
理”在市县两级政务服务大
厅设立人才专窗、建立绿色
通道“365天不打烊”；“一网
通联”在政务服务网和“郑好
办”APP上线 30个人才“一

件事”便捷通道。“一次办好”
让“跑一次”为上限，“不用
跑”为常态；“一日办结”跑出
人才服务的加速度。

陈勇代表表示，金水区
将锚定建设国际（中部）人才
发展高地的战略目标，从人
才发展全要素出发，打造人
才发展最优生态体系，推出
市场化标准认定的“金水英
才”和“金水优才”，实施“金小
二”全程高效服务；建立“招商
引资”和“招才引智”相贯通的
工作机制，引导企业尤其是
龙头企业将更多的资源向人
才倾斜；完善人才服务“10分
钟生活圈”，推动人才服务一
“码”通办，让更多的人才想
在金水创业、敢在金水创新、
能在金水赢得成功。

陈红民代表表示，二七
区持续强力推进“双招双
引”，鼓励和推动高校、企业
和科研院所建立创新创业平
台、技术研发中心、院（博）士
工作站等，不断增强对创新
型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集
聚力。同时，瞄准“人才+平
台”互动孵化，搭建“产业+
技能”人才培育基地，依托黄
河科技学院“U创港”、马寨
产业集聚区科创中心、双创
中心等重点平台载体建设，
以最优政策、最优环境、最优
服务，打造凝聚高层次、高技
能人才的新高地。

持续释放人才虹吸效应 郑州要增强“育”的能
力，加强“双一流”学院学
科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实现高等教育
资源扩量提质，培育更多
的高层次人才。

刘秋珍代表认为，登
封市要主动对接郑州市
“大院名所引进计划”，鼓
励企业、政府部门与省内
外高校院所开展常态化项
目合作、全方位智力合作，
共建研发中心，引进高层
次人才和紧缺急需人才。
建立登封籍本土人才库，
邀请登封籍专家人才回登
考察、调研、讲学、投资创

业。积极发展职业教育、
继续教育，建立本地人才
培训机制。

樊福太代表说，经开
区将以产业导向，用好政
策引才，聚焦重点人才群
体，当好人才“后勤部
长”。力争五年内，引进培
育 10个创新创业领军团
队，集聚 100名高层次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 1000名
精英骨干人才，引培10000
名专业技术人才。

“围绕高质量建设‘美
好教育’，切实推进学前教
育优质普惠，满足人民群
众‘幼有所育’的期待。”

马要青代表表示，管城区
近年来出台涵盖科技创
新、项目建设、奖补激励等
48条举措，为推进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引进和
培育打下基础。

祝启发、何瑞强代表
认为，要提升人才育成效
应，围绕产业发展规划布
局，就地取材、着重培养
“身边人”，打造稳固的本
土人才金字塔。要创新人
才教育培养模式，完善“产
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大
规模培育科研型、技能型
人才，造就更多科创人才
和“大国工匠”。

实现高等教育资源扩量提质增强 才能力育

代表热议“打造四个高地”之人才

引才育才成就人才 打好郑州发展“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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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近日
启用的河南大学郑州校区正是郑
州打造人才高地的具体体现。

广泛集聚科创人才，以人才
优势塑造发展优势、创新优势和
产业优势。市十二次党代会提
出，要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用好
河南省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政
策，实行更加开放、更具竞争力的
人才政策，打造适应高层次人才
需要的人才引育机制，推广“十万
码农”培养模式，深化产教深度融
合,大规模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
才，让高素质劳动力优势成为郑
州发展的一张“王牌”。

郑州不断加大招才引智力度 郑报全媒体记者 丁友明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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