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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国两会特别报道·热点话题

代表委员聚焦热点话题

支持和鼓励优质民办高校培养硕士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培育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同时，国家将发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视作开展
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

“卡脖子”难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专门提到，要着力培育“专精
特新”企业，在资金、人才孵化、平
台搭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河南要抓住机遇，做好“专
精特新”企业的培养与培育工
作，人才是关键。人才如何引
得进、用得好、留得住，管理合
规有序，是一个大问题。有效
的培育和引进优质人才，可从
这些方面入手：国家有关部委
牵头，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人才对接平台；制定优惠政
策，采取多种方式，培育与引进
相结合引进高层次人才，不为
我有，但为我用；引进“候鸟式”
人才，对企业引进的高层次、紧
缺型人才提供政策补贴；对解

决国内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人才
引进费用补贴；帮助企业组建
技术攻关团队或设立研发中心，
或纳入国家重大技术专项范
畴。此外，市场主体也要在人
才甄选、人才管理与人才服务等
方面围绕“专精特新”企业需
求，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支持。

有关部门要鼓励一些优质
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通过合规
有序的招聘培训和管理为用人
企业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通
过专业化发展，满足企业特殊
用人需求。

总之，要采取有效措施，为
“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人才服务。

心系乡村振兴，并为之鼓
与呼是我作为基层工作者的职
责。而长期扎根乡村教育让我意
识到，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石。

随着农村教育资源的不断
丰富，农村中小学生的发展需求
也由软硬件设施提升，逐渐转化
为综合素质教育能力的改善，因
此我的建议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今天的小组讨论中，我
就围绕加强农村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进行了发言。当前农村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许多
困难，家长普遍对孩子的心理健
康问题缺乏认知；农村大多数任
课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同样缺乏足够了解，无法有效应
对；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师资力量
匮乏等，通过深入调研，我对这
些问题一一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并衷心希望引起社会关注。
过去几年里，呼吁科技发展

更多地惠及农村教育、关注留守
儿童的教育生活问题等，我不断
就乡村教育提出建议，积极促进
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的就是
让更多的地方重视乡村教育事
业，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人才。
很欣慰的是这些建议也得到了
相关部门的重视，这让我深切地
感受到了国家对教育、人才的重
视，且坚定了我扎根乡村教育事
业，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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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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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人才是关键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如何坚持守正创新，加快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司富春认
为，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建
议成立国家级中医药传承研究
院，负责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
管理、评价与成果推广等。

围绕中医药创新发展，司富春
建议，运用现代多学科技术构建
高水平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强
化中医药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加大中医药基础研
究项目设立和投入，强化中医药
基础理论、疾病病机、诊疗规律、
防治技术等攻关研究，运用当代
国际前沿技术、现代科学方法解
读中医药学原理、经验和方药。
从中药中筛选、研制新药，科学
阐明中药药效物质与作用机理，
进一步阐明中医药对健康和疾

病规律的认识，为临床应用和产
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
建立更多高能级中医药科技创
新平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龙
头企业等联合共建多学科融合
科创平台，加快建设中医药国家
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室、中医
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
科创平台，加强中医医疗器械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等，促进科创平
台建设。

同时，建立全国中医药数据
标准和共享服务系统，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个体化
的辨证精准防控和精准诊疗服务
系统，不断完善全生命周期科学
技术体系。设立数字化中医药研
发项目，研发集“望闻问切”于一
体的数字化人体信息采集设备和
中医诊断设备，将医生望闻问切
的内容数字化、定量化和客观化，
实现中医诊断的信息化、标准化。

建议成立国家级中医药传承研究院

支持民办高校培养硕士等高层次人才

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
育长足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截至2020年，我
国民办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28%，在校学生占全国本专科在
校生的24%。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
一些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
题，譬如办学层次较低、师资队伍
建设乏力等。”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张改平梳理发现，目前全国
700多所民办高校中，仅有西湖
大学等不到 10所高校拥有硕士
以上学位授权点，在全国和各省
市重点学科、重点基地、重点专项
等方面，民办高校也难觅其名。
对此，他建议教育部动态遴选更
多在培养模式、产教融合等方面
具有优势特色的优质民办高校，
灵活把握人员结构、师均科研经

费等专业硕士招生资格准入条
件，鼓励其结合产业需求扩大专
硕等高层次应用人才培养规模，
提升办学层次。同时，保障民办
高校教师待遇，支持带动民办高
校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
前民政部门将民办高校登记为
“民办非企业”，“民办非企业”既
不能按照企业化方式自主经营、
自由定价、自主管理，也不是事业
单位，无法在土地划拨、税收减
免、公共资金资助等方面享有和
公办高校同等的待遇。张改平建
议明晰民办高校的法人属性，对
营利性民办学校，按“营利法人”
登记管理，允许其面向市场自主
办学；对非营利民办学校，按照
“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
登记管理。在行政管理上，可对
两类民办高校实行不同的规制措
施，差别化扶持。

全国700多所民办高校，仅有不到10所学校拥有硕士以上学
位授权点，办学层次较低制约了民办高等教育长足发展，这种现状
亟待改变。作为我国古代科学瑰宝的中医药，守正创新才能实现高
质量发展。针对这些热点话题，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建言
献策。郑州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董艳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