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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人大代表、县教育局副局长、中牟一高校长
吴发强

让县域学子公平享受高中教育资源
本报讯“县域教育是中国教

育的底色，关乎人才强国的底座。”
2月 21日上午，中牟县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开幕，中牟县人大代表、
县教育局副局长、中牟一高校长
吴发强在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2021年，教育部提出振兴
县中计划，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加快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必须提升县域教育，
谋划县中崛起。”吴发强说。

吴发强介绍，近年来，中牟县
委、县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
时期，着力破解教育难题，优先保
障教师待遇，有效改善办学条
件，确保了全县教育教学的平稳
有序发展。但从中牟县高中办
学现状来看，全县现有的六所高
中除一高、二高、四高、弘毅高中四
所建校时间长的高中校舍陈旧需
要改造和扩建外，2019年成立的中
牟三高校区建设迟缓，目前暂借职
教中心办学，2022年新成立的一

高南校区借用外国语学校办学，
不利于长远发展，急需建校外
迁。另外，从目前县域招生任务
看，今年中牟县初中毕业生 13600
多人，到 2025 年初中毕业生达
16990人，中牟县现有六所高中规
模难以完成招生任务，急需建设
新的普通高中。

县中兴，则县域兴。“办好县域
高中，对于引导和促进县域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吴发强建议中牟县委、县政府审
时度势，综合考量社会发展和人
才培养需要，在实施高中办学条
件改造提升，加快推进中牟三高
和一高南校区建设的同时，在中
牟县职教中心西侧的空地上（该
片区域为中牟县规划教育用地）
规划建设一所新的全日制普通高
中，缓解逐年增加的高中学校招
生压力，让县域内的学子都能够
充分享受到公平、优质、均衡的高
中教育资源。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李淑娟

中牟县政协委员、中国联通中牟县分公司总经理
袁国钦

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 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
本报讯 2月20日，记者在中牟

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采
访了中国联通中牟县分公司总经
理袁国钦。袁国钦表示，中牟作为
“一肩挑两市，一路通三城”的全国
经济百强县，一直是联通服务保障
的重中之重。公司将围绕中牟发展
“四大片区”，打造“四个中牟”新发
展规划，进一步发挥工业互联网在
拉动有效投资、促进信息消费和助
力制造业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助力中牟工业数字化能力建设，助
力中牟经济复苏。

袁国钦介绍说，《郑州市工业互
联网发展规划（2018~2025年）》《加
快工业互联网发展实施方案（2021~
2023年）》等规划方案明确了全市工
业互联网发展的发展目标、重点任
务。中牟要重点面向全县128家规
上工业企业，围绕汽车制造业、农产
品加工等优势产业，规划制定中牟县
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方案。

作为政协委员，袁国钦建议：一
是由政府牵头成立中牟县工业互联
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专项工作小组，
明确建设主体，专班推动各项工作的
落地。建议委托行业专家作为产业

发展顾问，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和发展路径；支持龙头企业、科研机
构、行业机构成为非政府的集群发展
促进机构，为集群企业做好发展规划、
市场开拓、合作交流等服务。依托于
产业发展顾问、促进机构的服务，以工
业互联网平台为服务工作台，通过平台
线上线下对接服务，促进行业间碰撞
和交流，营造良好的产业集群发展生
态环境。二是在县级层面出台《推
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的专项政策。鼓励和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创新项目、
技术、人才、政策、资金等资源向企业集
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
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打造一批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两化融合示范企业、数字化车间与
智能工厂。三是推动中牟县工业互联
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上会立项，予以
明确的资金支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积极与相关企
业开展合作，促进中牟县产业聚集、
转型升级，助力中牟县加快产业数字
化转型，促进工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武红 杨凯

中牟县政协委员、中牟县第七初级中学校长
张改红

共创中牟教育美好明天
本报讯 2月 20日，在中牟

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式
上，中牟县政协委员、中牟县第
七初级中学校长张改红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提速，人民群众对美
好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国家
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全县的
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与时代
发展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主
要表现在：一是高中硬件设施
满足不了高考综合改革和现
实学位需求；二是现有教育信
息化设施满足不了教育数字
化转型需求；三是优秀师资队
伍建设满足不了中牟教育发展
需求。

张改红建议：一要加大高
中教育投入。大力推进高中学
校建设，加快推进中牟三高新
建、中牟四高扩建项目，在此基
础上再规划新建高中 1所。改
善现有高中的办学条件，实施
高中提质工程，全面改善现有

高中的基础设施，为高中教育
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二要提
升教育信息化建设水平。建议
设立教育信息化建设专项资
金，建设中牟教育云平台、中牟
智慧教育中心，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加快建设网络化、
数字化、个性化的学习体系，打
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把数字资
源的静态势能转化为教育改革
的强大动能。三要畅通优秀青
年教师的成长渠道。大力推进
“六名工程”建设，对评选出的
“名学校、名校长、名学科、名教
师、名班级、名学生”进行大力
表彰。加大高考奖励力度，对
每年的优秀毕业生、做出突出
贡献的教师要大张旗鼓地进行
奖励。引进来高素质人才，培
养成优秀教师，更要用得好、留
得住。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中牟县政协委员、UFO中牟创智中心负责人
金鹏

加快小微企业成长速度
本报讯 2 月 20 日，在

中牟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
议开幕式上，中牟县政协
委员、UFO 中牟创智中心
负责人金鹏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经过调查研
究和深入思考，提出以下
建议：

一要整合资源，形成一
个有效的创业宣传矩阵。
多媒体渠道上以官媒为主
导，联合多种类型的融媒
体，采用官媒视频、短视
频、直播、元宇宙技术以及
电视剧等类型打造“科技
中牟、文旅中牟、宜居中
牟、创业中牟”新形象。二
要划定“特区”，释放高频
优惠政策。可划定一定的
区域作为“特区”，从企业
规模、产业类型、人才架构
方面出台系列政策。针对
“特区”建设科技企业创新
服务中心，开展科技能力

提升培育和服务，加快小
微企业成长速度。三要多
类型招商手段并用、多渠
道招商通道并存。四要平
台公司实体化解决发展问
题。实现不良土地及房产
资产转型、利用平台公司
合资混改提升运行效率、
利用平台公司优势吸纳高
层次人才和团队。五要提
升园区功能规划、整合现
有低效资产提升运转效
率。验证性的建设先进制
造专业化智慧岛和设计文
创类专业化智慧岛，以 3~6
平方公里为一个区域划分
功能，形成小范围资源整
合。政府、企业统筹一个
理事会、一张考核表、一个
共同奋斗目标，定期复盘
解决问题，形成“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生态。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