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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同烤红薯，一个好的大学氛围能“熏”出来人才。
——河大校长娄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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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孩子——上大学

41%的大学入学率河南如何做到？
截至2009年底，我省高等学校由2000年的52所增加到99所，普通高校

在校生由26万人增加到13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7%提高到22%，实
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重大转变。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纲要》提
出目标：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毛入学率达到41%，具
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 晚报记者 张竞昳 张勤

2009年 2015年 2020年
全国 河南 全国 河南 全国 河南

在学总规模（万人） 2979 228 3350 300 3550 330
普通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万人) 2285 140 2500 185 2700 228
毛入学率（%） 24.2 22.0 36.0 36.5 40.0 41.0

利用省内高校资源，鼓励教育多元化

我省需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重点学科

大学不能建得像超市，千篇一律

为提高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2020年我
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达到并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即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1%。

目前我省的高教毛入学率为 22%，如果要
达到2010年的41%，则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
高近19个百分点，而过去11年在高校连续扩招
的情况下，我省仅提高了15个百分点。如何才
能保证完成这一目标，教育界人士认为，主要利
用省内高校资源，鼓励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据统计，近几年来，高考考生逐年减少，有

关数据显示，到2020年，即使各大高校保持现有
的招生规模，不扩招一人，录取比例预计也会达
到34%。也就是说，我省想要达到41%的毛入学
率，仅需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7个百分点。而这
7个百分点的提高，主要利用省内高校资源。

郭庚茂在会上表示，教育具有公益性、普惠
性，也具有多样性、选择性，在高等教育领域，单
纯依靠政府资源难以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必
须放宽准入、完善政策、规范管理，更多地发挥社
会力量的作用，多元主体办学，多种形式发展。

为了说明我省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重点
学科的必要性，娄源功打了一个形象比喻：教育如
同烤红薯，一个好的大学氛围能“熏”出来人才。

大学就是孕育大师的地方，杰出人才的培
养，要依托教授。而生活在一个拥有大师的大
学，一个拥有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的大学，只

是耳濡目染，对成才也是有益的。这一观点，
与《纲要》“要加快郑州大学‘211工程’建设，大
力推进河南大学等高校实施省部共建，逐步形
成以省会郑州高等学校群为中心、其他省辖市
高等学校合理布局、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教育
体系”的观点不谋而合。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得保证高校“两地”
如何办大学才能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

量？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用一句话作了高度概
括：得保证高校“两地”，即人才聚集高地、人才培

养基地。其中，人才聚集高地要求我省建设一批
高水平大学和特色大学；人才培养基地则要求全
面提升高校办学的软硬件，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高等学校办出特色也是十分必要
的。《纲要》称，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管理，依
据高等学校类型选择、目标定位与办学水平
配置资源。

对于特色办学，娄源功也打了形象的比
喻：大学不能建得像超市，千篇一律，随便进哪
一家都一样。

除了加大对“211工程”和省部共建高等学
校的支持力度，建设高水平大学，还要以学科
建设为基础，在若干领域抢占制高点，构筑河
南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高地。

在娄源功看来，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得
做到四达标，即数量满足、质量达标、结构合
理、布局合理。

《纲要》称，鼓励高等学校大力开展自然科
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和区域创新中作出贡献。改革高
等学校科研绩效评价机制，引导高等学校科研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

娄源功说，高校间最好实行学分互认，
高校与科研所教育强势资源共享。鼓励学
生跨专业、跨学科、跨院系、跨院校选修课
程；建立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

合培养创新人才的新机制。“到时候，你想
听 王 立 群 的 课 ，不 用 是 河 大 的 学 生 也 能
成。”

郭庚茂解读《纲要》时说，扩大学校办学自
主权，要正确处理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逐
步建立健全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
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娄源功则给现代大
学制度总结了一个 20字法则：党委领导、校长
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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