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是新郑州大学三校合并十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
批示，寄语郑州大学要努力建成中部地区的人才高地、科研基地和交流合作中心，为促进中部崛起、建设创
新型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发来贺信，省委省政府、教育部、中国石油和化学联合会等
致信致电表示祝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应邀出席庆
祝大会。省领导王全书、李克、王文超、李柏拴、张程锋、徐济超和省军区副政委张守喜、省检察院检察长蔡
宁等出席大会。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田海应邀出席大会。

顾秀莲说，近年来，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已经
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教育阶段。特别是随着地方高校规模的迅速扩大，教学质量和科技研究能力不断
提高，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这些方面，郑州大学在河南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了很好
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郑州大学建设和发展，连续把郑州大学的建设和
发展列入河南省“九五”、“十五”、“十一五”发展纲要。希望郑州大学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
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努力为国家和我省输送更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产出更多的原创科研成果，为我省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为早日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主持庆祝大会。中科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申长雨在讲话中表示，争取到
2020年，使学校主要办学指标达到或接近国内一流大学水平，进入全国高等学校的先进行列，走在中西部
地区高等学校的前列，成为国家、特别是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10年融合，实现多个“零”突破
2000年7月10日，由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和河南医科大学

合并组建的新郑州大学正式挂牌成立。10年间，郑州大学在融合中
锐意改革，跨越发展，在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等方面均得到了极大增
强，逐渐成长为一所涵盖理学、工学、医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农学等11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

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全国第一所省部共建高校，
三校合并的郑州大学取得了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家级重点学科、培养
出河南本土院士等多个“零的突破”，被誉为全国融合最好、发展最快
的高校之一。其中，国家级重点学科“零”突破，并发展成6个；一级学
科博士点“零”突破，并达到 8个；2003年，吴养洁教授当选中国科学
院院士，河南本土院士“零”突破。

10年发展，科研水平“大”跨越
经过10年的发展，郑州大学的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已经达到了81个，专业博士点学位1个，博士点数量也由合校时全国高校落后位次上

升到第25位。随着2009年校长申长雨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目前该校专职院士有4人、双聘院士24人。
在一批科技领军人物带领下，郑州大学科研水平获得长足发展。目前，设在郑大的省部级以上科研机构有53个，其中，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1个，国家技术研究推广中心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2000年至今，郑大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科基金项目、国家“863”
“973”计划项目等500多项。400多项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奖励，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填补了
河南省国家自然科学奖方面的空白。

10年成就，尖端项目“结”硕果
经过10年的辛勤耕耘，郑州大学不仅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校园建设、对外交流合作、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取

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更为国家尤其是中原地区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一批高水平、具有重大价值的科研成果在郑州大学产生。
霍裕平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国际受控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界最大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重大专项项目。其中“磁约束热核聚变基础理论研究”被批准为国家“973项目”。
钟香崇院士领导的高温材料研究所，与耐火材料企业建立多个产学研基地，解决了铝矾土杂质含量偏高、利用率低的技术难题。其挂帅

开发的矾土基系列产品，可使矾土资源利用率从40％提高到80％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吴养洁院士在物理有机、金属有机与大环化学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丰富了近代化学键理论。
申长雨院士主持的神舟7号宇航员出舱面窗关键防护装置，首次突破了中国宇航员出舱头盔面窗的关键技术，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为

我国航天科技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

校企合作产学研资源共享创经济效益
近年来，郑州大学还分别与安阳市、商丘市、周口市、濮阳市和河南省煤业化工集团、平煤神马集团、河南新飞集团、河南新烟集团、宇通

集团等200多家政府和企业建立了多种模式的产学研联盟，拓宽了与企业合作渠道，实现了政府、企业、学校的三赢。
当天下午，河南省百强企业和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云集郑大，在河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四届三次理事会议暨校企合作发展论坛上，就郑州

大学与河南省大型企业进行技术合作、人才培养，共同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展开热议。部分企业家受聘郑州大学教授。
会上，郑州大学还分别与河南煤业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辅仁药业集团进行了校企签约仪式。随后，河

南煤业化工集团-郑州大学研发中心揭牌，启动经费初定为1200万元，双方将采取全新的校企合作模式，企业研发机构入驻校园，在郑大建
立“研究特区”，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晚报记者 张竞昳

李克强同志批示
值此郑州大学合校10周年之际，谨向全校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祝贺！10年来，郑州大学立足新起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基础建设和服务管理等各方面取得可喜

进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国家尤其是中原地区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高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阵地，使命光荣艰巨。希望郑州大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研究能力和办学水平，着力打造全国一流大学，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建成中部地区的人才高地、科研基地和交流合作中心，
为促进中部崛起、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李克强
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省委、省政府贺信
郑州大学：

值此你校合校十周年之际，谨向全校师生员工
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十年前，立足于河南加快发展的战略需要，省
委、省政府决定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
科大学三校强强合并，组建成立新的郑州大学，并
确立了把郑州大学建设成为全国一流大学的发展
目标。合校十年来，你校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聚精
会神抓内涵，改革创新谋发展，重点突破上水平，各
项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显著
提升，在建设一流大学进程中迈出了坚实步伐，为
国家特别是河南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
应有贡献。

高等学校是实施科教兴豫和人才强省战略的
重要阵地。郑州大学是河南省唯一的国家“211工
程”重点建设高校，是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集中力量办学，始终关
注和支持郑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希望郑州大学
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按照省委“四个重在”的总体要求，抓住
国家实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机遇，主
动适应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走向，进一步夯实内
涵、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彰显特色、加快发展，成为
河南省和国家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
究、高质量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力争早日实现创
建全国一流大学的目标，在河南高等教育发展中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二○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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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思危贺信

欣闻郑州大学将于 2010年 7月 10日举行合校
十周年庆典，我原计划出席庆典并讲话，但因中央
临时有重要公务，不能出席，谨致贺信，向全校师生
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作为郑州大学的老朋友，我时刻惦记着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新郑州大学合校十年来在河南
省委、省政府和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
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各项事
业取得了可喜成果，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显著提
升，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
展势头。在国家和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越来越突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
社会第一资源，河南作为全国人口第一的大省、传
统的农业大省和新兴的工业大省，在奋力实现中原
崛起的进程中有郑州大学这样规模的一所大学的
智力支撑至关重要。

未来十年，是我国教育事业全面振兴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
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即将全面实施，这为郑州大学
提供了难得的、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希望郑州大学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办学经验，抓
住机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主动地把学校的
发展融入到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
战略思想中去，逐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教育
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朝着实现创建高水平大学的
奋斗目标、为国家的进步、民族的振兴、中原的崛起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祝郑州大学合校十周年庆
典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成思危
二○一○年七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