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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从事工业智能制造和自
动化研究，他认为工业企业升级
的核心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附
加值、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企业缺乏配套的高层次人
才，缺乏吸引人才的条件，资金

存在不足。中央号召成果转化、
全面创业，我们都愿意把自己做
的成果转化。我建议省政府应
制定政策，让教授、博士生与企
业加入创业公司共同创业，这样
能降低创业公司的风险。”

此外，他还建议河南关注机
器人产业，这将是下一个经济增
长点。“与互联网相比，它有实体
基础，有民用消费基础。国内这
一块刚起步，河南能及时部署，
这将抢得领先。”

周杰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

河南关注机器人产业，这将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从 2011 年到 2015 年，共有
148名清华毕业生到河南工作，
这个数量在全国排名17位。但
是其中 87 人是定向培养的，85
人是河南籍。所以，回到河南的
学生数量低于学校招录到的学

生。怎么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马春生建议，第一，消除信息不
对称，加大宣传力度。河南社会
经济飞速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
强烈，但有些同学对此了解不
够。第二，除了建研究生分院，

应该建专业研究院，清华在苏州
建了汽车研究院，这种研究院不
仅带来了技术，还带来了人才，
为何不能在河南也建一个？第
三，应该开辟特别通道来吸引人
才，给出好的待遇。

马春生 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部副部长，汽车碰撞试验室副主任

清华在苏州建了汽车研究院，建议在河南也建一个

姚学锋1992年在郑州大学
材料系工作，工作一年以后来到
北京。这之后的每年都会帮助
1~2名河南学子到他那里做研究
生或是博士生。他对河南省高
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1.高科技人才储备是实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发
展的重要基础。我们与山东、江
苏、河北这些发达城市的企业，
包括当地的政府在各个县市都
设立有高科技人才计划。他们
以项目驱动，推进当地的创业、
创新企业的发展。而河南却没

有。“我认为河南省及其有条件
的市县要建立高科技的人才计
划，以项目驱动吸引人才，落到
实处，真正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
驱动能力”。

2.产学研结合是实现河南
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
路。“这几年我与南方几个省市
的接触比较多，这几个省市都
在北大、清华、哈工大、科技学
院建立了研究生院、分校等。
我们能不能让那些著名的 985
高校在河南建立分校、研究生
院？这样就相当于扩大了河南

的招生名额，还可以加强河南
的高新技术企业与高校的合
作，为河南的科技发展提供平
台，同时为河南的学子提供了
更多的进入国家重大项目、重点
大学深造的机会。”

3.国家重大项目是河南实
现科技强省的关键突破。“河南
应该抓住“十三五”的机遇，让
河南在新材料、能源制造、微生
物、环保、农业、航天航空等重
大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我
们实现河南的科技强省梦就不
远了。”

姚学锋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科技人才储备是科技强省基础

“河南是生源大省，每年两
会都有代表呼吁全国高校向河
南多投放招生计划。北大近几
年连续扩大在河南的招生规模，
这也是我这几年工作最自豪和
骄傲的事情。”王欣涛说。

2011年以来，北大在豫的招
生人数逐年增加，目前河南已成
为北大在京外最大的招生计划
投放地与生源地。

王欣涛建议：首先，河南省
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协议是否

可再续签一次。2001年，时任河
南省省长李克强与时任北大校
长许智宏签订了北京大学与河
南省政府省校合作协议。协议
的签订，进一步密切了省校之间
的合作，一大批北大优秀毕业生
尤其是河南籍的毕业生回到家
乡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之中。近
年来，北大与其他省份先后签订
了省校合作协议，省校之间在科
技创新、互联网+产业方面的合
作取得良好的效益，因此建议续

签省校合作协议。
其次，2012 年，河南来北大

招收了 13 名选调生，除一人经
遴选回京外，其他 12 名同学在
基层干得都不错。目前全部人
员均已按照相关政策解决了相
应级别。但河南的政策力度和
广西、福建、甘肃等省份还是有
点儿差距，12名选调生的管理都
在县里，并未放在关键岗位历
练，建议加大对他们的使用力
度，使得他们真正发挥作用。

王欣涛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北大河南招生组组长

建议河南续签与北大省校合作协议

“我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家乡，
这几年河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
很大的进步。”郑风田说。

我国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失
衡，河南、山东这些人口大省享受到国
家财政拨款的优质高等资源特别少。
如何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化，不仅
要在研究上下功夫，也要在立法、与教
育部的沟通上做好推动工作。

除此之外，郑风田还谈到名校“请
进来”的问题，他说，浙江、上海都已经
开始跟欧美的名校合作，要利用河南
自身的优势产业，例如河南是粮食主
产区，可把全球好的农业大学请进来。

“人才的所有与所用”也是至关
重要的问题。郑风田说：“现在是河
南引进人才的好机会。”他说，首先，
欧美地区留学的海归在一线城市已
经饱和，抓住这个机遇，制定激励措
施可以吸引一大批的海归人才。其
次，更好的机会是所用，人民大学与
很多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使得老师和
学生能够很好地交流。

最后，引进人才可以定点，粮食
生产可以有目的地增加优质的农产
品，在量的基础上提高质，农民是做
不到的，需要更多的优质人才资源。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在是河南
引进人才的好时候

郑新业说，自己离开河南这么多
年，看足球的时候，永远支持建业。
他认为：河南省定位产业带动、区域
定位非常好。

“我建议，一定要讲好河南故事。”
郑新业说，人口大省如何发展，全世界
都很关注，“河南在国内及国际上要争
取规则制定、话语权，一个抓手就是智
库建设，在重大事项中发出河南声音。”

“我们高考录取率没有接近全国
平均，招生指标上能不能拿到更多教
育资源，人大代表应该集中提出议
案。”他建议，省委省政府以智库为抓
手，就转移支付公式制定、教育资源
两方面集中河南代表团的力量提出
议案。

郑新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
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副院长

要讲好河南故事

学者、优秀学生代表座谈会

引才引智兴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