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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辉认为，在一些领域我们
走在了世界前列，应该感到骄傲和
自豪，但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
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矛盾依然
突出，自主创新能力、核心制造能力
和盈利能力整体偏弱，部分核心关
键部件仍受制于人，关键领域的“卡
脖子”问题依然存在。

“我们必须持续保持昂扬的斗
志及谦虚谨慎的态度，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对制造业的期望，不断苦练
内功，以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为己
任，坚持科技创新，坚持高端引领，

坚持人才振兴，在关键核心领域深
耕细作，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我
们中国人自己手中。”胡中辉说。

胡中辉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
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
度。一是继续加大对高端装备制造
业减税降费的力度，充分释放政策红
利；二是重点培育一批龙头企业，不
断增加在关键领域的话语权。“这不
仅有助于人才的培养，还能增加对高
端人才的吸引力，促进人才回流，为
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提
供坚强支撑和保障。”胡中辉说。

全国人大代表胡中辉：

制造强国需要
更多工匠人才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目

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些领域与世界顶
尖技术还存在差距，一些关键部件仍受制于人。”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平高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工匠胡中辉建议，进一步加大对高
端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并重点培养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
和工匠人才。

中国科技创新成就引全球瞩目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根基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

发展，多次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对制
造业提出殷切期望、作出系列重要
指示，并多次强调制造业的重要作
用、重要地位。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基础，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地位重要、
作用关键、不可替代。”胡中辉说，虽

然面临很多困难，但近年来我国科
技创新成果不断取得新突破，一大
批大国重器、中国制造名片响亮全
球。“神舟”“天宫”飞得更高，蛟龙探
海潜得更深，FAST天眼望得更远，
神威天河算得更快，中国科技创新
成就引发了全球瞩目和赞誉。

“就拿我们电力装备制造业来
说，特高压输电技术已经成为中国
制造的一张靓丽名片，中国特高压
走在世界前列。”胡中辉自豪地说。

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
展，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都离不
开人才的支撑。

“结合自身工作，我深深体会
到，从科技研发到落地，这条路并不
平坦，而工匠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
环。”胡中辉说，在培育科技创新型
企业的同时，应该持续加强对工匠
人才的培养，来解决技术落地问题，
从而实现中国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迈进的目标。

“作为来自装备制造业的技术
工人，我就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成
长起来的。我给我们定义为打通技

术到产品最后一公里的人。”胡中辉
说，只要真正敬业乐业，什么样的岗
位都能出彩，技术工人、工匠人才，
一样可以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重
大科技攻关中贡献重要力量。

胡中辉建议，不断加大对工匠
人才，尤其是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
养力度。持续加大和完善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力度，建立政府、企业、
职业院校、社会四方联动机制，让人
才成长的渠道更精准、措施更有力、
空间更广阔、平台更有效，使更多的
技术工人成长为具有高超技艺的能
工巧匠。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

不断加大对工匠人才的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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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
委书记卢克平最关注的问题。今年，在继续为教育鼓与呼的同
时，他还将目光聚焦文化、卫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方向，针对桩桩件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积极发声、
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卢克平：

河大今年将多招
农村和贫困学子

精准帮扶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身为高等教育工作者，卢克平对

教育有着直接而深刻的感受。他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突
出体现为区域水平和国家支持政策差
异。他建议，继续在政策、人才资源及
平台建设等方面向中西部高校倾斜，
像精准扶贫一样精准帮扶中西部高等
教育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校面
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模。对此，
卢克平表示，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

口较多。当前，河南正处在由教育大
省向教育强省转变的关键时期，高等
教育优质资源还相对匮乏。长期以
来，让河南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大
学、上好大学，是人民群众最热切的期
盼，也是河南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担
当。回馈乡亲，今年河南大学将招收
更多农村孩子和贫困地区孩子，也希
望兄弟高校共同努力，让高等教育资
源惠及更多贫困家庭和孩子，让他们
有更光明的未来。

加强中西部医学人才培养
无论是健康中国战略，还是现实需

要，都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提
出了迫切要求。鉴于培养医学人才投
资大、要求高、周期长，以及中西部地区
医学教育相对落后等情况，卢克平建议
从三方面落实中央对公共卫生系统提
出的“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要求。

多渠道加强中西部地区医学教育
投入。国家有关部委要在医学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经费投入等方面给予中
西部地区政策倾斜；中西部地区的各
级政府要加大医学教育投入；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医学教育。

建立中西部地区医学人才培养供
需平衡机制。制定医学人才培养规

划，完善医学教育制度，建立院校教
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的
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加强基层医学人
才队伍建设，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
学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加强
药师和中医药健康服务、卫生应急、卫
生信息化复合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合
作交流。发挥东部发达地区高水平医
学院校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大东部高
水平医学院校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医
学教育工作力度。通过共建医学院
校、专家支援、骨干进修、技术推广等
多种形式，提升中西部地区培养医学
人才的能力。

建议成立九省区联盟推进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九省区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这是黄河流域九省区合作保
护、治理黄河的有益探索，也为九省
区共抓黄河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积累了一定经验。”深入贯彻落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卢克平建议，黄河流域
九省区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成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九
省区联盟。在九省区联盟指导下，

可成立高端智库——中国黄河文明
研究院，同时利用遥感和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黄河流域综合
信息数据库，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模拟系统，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还可融合中原文
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和齐鲁文
化，统一规划沿黄生态廊道、文化景
观和文化长廊，打造华夏历史文化
传承创新新高地。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