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6日 星期日
统筹：孙友文 编辑：王 梓
美编：王小羽 校对：陈 希

A11

2022全国两会特别报道·河南声音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个
第一动力；人才是发展第一资
源，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
校任重道远。”河南大学党委书
记卢克平关注点始终不离教
育。 郑州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全国人大代表卢克平：

建议中科院等
在豫设研究所

全国政协委员黄改荣：

研发5G穿戴
管理老人健康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
员、民盟河南省委副主委、河南省
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
关注的是与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
养老相关问题。她在深入调研基
础上提出了意见建议。
郑州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从思想认识上引导独生子女重视老龄化
“迅猛的老龄化发展速度，需

要我们积极应对。”黄改荣认为，只
有多措并举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积极创造条件和营造氛围让老年人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才能够使老年人更健康更幸福。

黄改荣认为，应从幼儿园等基
础教育直至大学教育做起，从思想
认识上引导独生子女重视老龄化，
弘扬我国尊老爱老的优良传承。

她建议，在社区，积极鼓励退
休职工参加政府主办的公益性

“为老服务培训班”，在力所能及
前提下充实为老服务团队。同
时，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有偿激励，
或者是通过“时间银行”把为老服
务的时间存起来，以备他日自
用。对于在职职工，每月要给予一
两天陪伴父母假期，鼓励多回去看
看，多陪陪老人，帮助解决老人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以及健康管理和
就医的需要，缓解老年人的孤独
感，让其感觉到老有所依、病有所
医，提升老年人的晚年幸福感。

将5G技术应用在老年智慧健康管理上来
黄改荣认为，目前我国5G技

术发展迅速，网络覆盖率很高，国
家应引导将5G技术应用在老年智
慧健康管理上来，以提高管理的科
技含量和服务内涵，同时也能缓解
为老服务人群缺口大的问题。

黄改荣建议，研发性能可靠
的 5G无感穿戴设备，将老年人
的体温、脉搏、呼吸、血压、血氧、
血糖等指标实时传送到 5G网络
平台上，以便医生快速做出诊断
和指导；同时将信息传送给监护

人以及社区签约医生，以利于老
人治疗方案的调整和急危重症的
急救。

她还建议，政府为老年人购
买5G健康技术服务补贴，引导老
年人主动管理健康，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
当地三级综合医院积极应用 5G
技术参与老年人智慧健康管理，
通过 5G网络平台与基层卫生服
务机构有机结合，指导老年人的
智慧健康管理，甚至是生命急救。

加快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社区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

单元，是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最
终末端。社区一般具有管理功
能、服务功能、保障功能、教育功
能和安全稳定功能。黄改荣认
为，应加快完善社区功能建设，以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她建议，完善社区功能区建
设。“许多社区尤其是成立较早的
老社区，没有公立的医务室、托儿
所、老人照护中心和居民活动场
所，一定要抓住老旧社区改造的机
会，根据社区居住人口规模，建设

规模适当的功能场所，服务好‘一
老一小’。”黄改荣说，托老育幼是
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大事，社区功能
齐全了，年轻人才会无后顾之忧，
老年人才能楼上居住、楼下就医。
街道和社区可以联动培养社区服
务人员，也可以组织社区有专长的
退休人员充分发挥余热参与到社
区服务中来，社区的下岗转岗人员
经培训后也可以补充到社区服务
队伍中来。同时，政府购买社区服
务补贴，鼓励社区居民就近入学、
入托、就医、养老、健身、娱乐。

建议成立黄河学研究高校联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为沿黄九省区谋划
生态、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遵循。卢克平建议，打造黄河学
研究高校联盟，围绕国家黄河战略，
超前谋划布局，在黄河学研究领域
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高校是科技创新和文化研
究的重要阵地，应担起为国家战
略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卢克平
建议，成立黄河学研究高校联盟，
深度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在黄

河学研究领域，建立有效的沟通合
作机制，避免“各自为阵、重复建
设”。另外，建议国家有关部委统
筹布局黄河学研究平台，汇聚高
水平人才队伍，聚焦制约黄河流
域发展“卡脖子”难题，开展基础
研究和技术攻关。他还提出，要
做好黄河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深挖黄河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
意义，加强黄河流域文化遗产保
护，打造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带，提
升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建议中科院等机构在豫设立直属研究所
卢克平表示，河南是中部地区

首先也是唯一提出建设国家创新
高地的省份，河南是经济大省，但还
不是经济强省，建好国家创新高地，
除“苦练内功”外，还需要国家在政
策层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2021年，中央发布了《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明确了“创
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发

展目标。河南省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把“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放
在“十大战略”首位，强调把创新
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河
南建设的核心位置，打造一流创
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卢克平建议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等机构在河南设立直属
研究所，与中部地区科研院所和
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大力支持
河南省实验室建设。

建议对中部地区高校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
为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

平衡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
局不合理问题，教育部出台实施
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
计划”等，并通过“部省合建”为中
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和巨大能量。

但是，由于相关政策和经费
覆盖面较小，“对口支援计划”主要
集中在西部地区，中部各省受援高
校较少，且“部省合建高校”仅限“一
省一校”，大多数中西部高校尤其是

地方高校没有得到足够支持。对
此，卢克平建议，进一步推动中西部
高等教育振兴，教育部直属高校与
中西部尤其是没有教育部直属高
校省区的地方高校，“一对一”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按照主要学科类
型相近、办学历史相似、有一定合
作基础和历史渊源等原则，在每
个省区结对帮扶3~5所地方高校，
每 5年为一个帮扶周期。同时建
议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专款
用于开展高校结对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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