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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炒钱”
发言人 省政协委员张景林

约束“炒作致富”，激励“勤劳致富”
现状：近年来，在大学生及毕业生群体里，普遍存在“炒钱族”现象。当他们看

到父辈勤勤恳恳辛劳数十载的积蓄抵不过炒房客3个月收益的时候，当他们十年寒
窗初入社会朝九晚十，一年到头也攒不够一个平方的钱的时候，当他们强打精神升
职加薪，却发现工资卡里的数字跑不过CPI的时候，他们认为靠工资很难快速积累财
富，转而从事投资或投机以期尽快获得更多财富。

问题：炒股、炒房、炒黄金、炒字画、炒外汇、炒期货、炒基金……但凡能够快速积
累财富的方式，都属于“炒钱”行列。当工作失去了最后的吸引力，这些年轻人纷纷
加入“炒钱”的行列。

建议：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把更多的人引导到踏实创业、科技创新上。一方面引
导好“炒钱”、“投机”行为，加大对黑色收入的打击力度，对不合理的灰色收入要取
缔，对合理的要规范。

在财富分配上，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初次分
配与再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设立机制，对“炒作致富”进行约束，对“勤劳致富”给予激励，使“智慧劳动”成为
最高尚、最有尊严、最无风险、最能致富的成就方式。

热词：甲醇汽油
发言人 省政协委员梁玉

推广甲醇汽油，让甲醇和乙醇公平竞争
背景：去年12月，工信部决定在沪、陕、晋三省（市）开展高比例甲醇汽油推广试

点工作。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主导开展对甲醇汽油的推广试点工作，标志着甲醇汽油
推广使用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目前，国内已有上海、山西、陕西、黑龙江、内蒙古、
浙江、甘肃、贵州等十多个省份在推广使用甲醇汽油。

现状：经过多年的发展，甲醇汽油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安全性能也较为可靠，是
一种理想的环保替代能源。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生产的甲醇汽油，经国家汽车检测中
心测试，很多性能指标都不低于甚至高于乙醇汽油和标准汽油。

相对于乙醇汽油，甲醇汽油在经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经测试，每升甲醇汽油
的成本要比乙醇汽油低0.1元至0.3元。

建议：省政府授权有关部门牵头，在省内大力推广使用甲醇汽油，让甲醇汽油和
乙醇汽油在公平竞争、效率优先的环境里和谐发展。

破解甲醇汽油在河南省推广的政策性准入障碍。建议省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广甲
醇汽油的过程中，协调好与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关系，使甲醇汽油生产企业可借助上述
公司现有的销售网络渠道，在降低推广甲醇汽油成本的同时，实现与其互利共赢。

热词：校企合作
发言人 省政协委员葛飞

推进校企合作，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背景：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积极

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现状：然而在落实文件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困难。主要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的动力不足，企业接受高职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不但得不到经济上的补偿，还
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所以企业对工学结合的积极性不高。

建议：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保障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和特色的关键。做好校企
合作培养人才工作，需要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

建议政府要建立与完善有利于推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法
规，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使校企合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引导、鼓励与支持企业
参与职业教育，提高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政府须在政策、财政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如对企业减免部分税收、制定和完善
有关法规等，促进合作内容、模式向更利于合作效益产生的方向发展。

协调校企合作双方利益，监督校企合作协议的落实，评估校企合作成果，从而推
动校企合作的深入发展。

“省地市间如果能交流协作，就能避免各地市产业同构化、招商的‘恶性竞争’，最大程度降低中原经
济区建设的成本。”给力中原经济区建设，政协委员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另外，甲醇汽油、人行道管
理、交通摩擦等关乎社会民生的话题，委员们也向政府建言献策。 晚报记者 张勤 李雪

大学生“炒钱族”引起委员关注
建议：提高报酬，把更多人引导到踏实创业上

热词：地市交流协作
发言人 省政协委员胡新向

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避免各自为战
背景：围绕构建中原经济区战略，各地市都在抢抓

机遇，积极谋划，争取率先发展，走在前列，表现出了强
烈的发展愿望和积极的态势、气势。

现状：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各地市的规划
发展更多强调的是以“我”为主，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
弱，竞争多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布局等都
是独立发展，区域整体功能协调性不强，不能有效形成
发展合力。

建议：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根据各地市的产
业优势、资源优势、交通条件等，明确各地市在中原经
济区的战略定位，确定各地市的“产业分工”。统一开
发、统一规划城市资源，避免各地继续各自为战、以自
我为中心的规划和发展，避免各地市产业同构化，避免
招商的“恶性竞争”，形成分工合作、互为补充的发展格
局，最大程度降低中原经济区建设成本。

强化组织协调。成立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联席会
议或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促进中原经
济区建设和发展的机制，突破行政区域限制，对建设过
程中出现的涉及区域发展全局的、跨地市的重大问题
进行指导和协调，统一开发、统一管理，实现资源共享、
信息共用、发展互动、优势互补、环境共护。

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区域内产业合作。大力
发展我省城市之间以及我省城市与周边外省城市之间
的城际公交、城际列车、河运港口及航空港枢纽，缩短
各地之间的“时空距离”，形成密织的交通“立体”网络，
真正实现中原经济区域“同城化”，促进各地形成更明
确的产业分工，有利于强化协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热词：产业统筹
发言人 省政协委员王辉

我省10个地市将食品作为主导产业，太雷同
背景：我省“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发展战略是建设

中原经济区，我省以 18 个城市之多占据中原经济区
的主战场，在全省范围内做好产业统筹、城乡统筹至关
重要。

现状：在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各地市产业雷同现象
较为严重，如我省有 10 个地市将食品产业作为“十二
五”期间的主导产业，占地市比重的56%。

问题：距离较近，产业雷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
了恶性竞争，站在全省全局角度上看，对建设中原经济
区不利。

建议：应树立全省一盘棋的观念，统筹全省产业发
展，借助全省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的机遇，统一规划全
省产业发展布局，把相同产业向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
布局，这样不仅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也可更好地在
全省范围内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面临着局部区划问题的制
约。发展中原经济区，如果区划调整过大，会遇到很大
的困难，如果不调整，会影响发展速度，建议我省对区
划作局部的简单调整，如果不能以法规的方式进行，建
议以政策或文件鼓励的形式予以明确，城市与城市之
间可以围绕加快中原经济区的建设目标，通过相互租
借相关区域的方式，取得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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