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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李成伟：

增列河南食品特色
大学进入“双一流”

优先支持河南高校入选“双一流”建设

增设河南行业特色“双一流”建设高校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
产基地，食品产业是河南传统
优势产业，也是全省两个万亿
产业之一，营业收入、利润总
额、从业人员约占全部工业的
近 1/3。李成伟提出，把服务河
南食品产业发展的行业特色大
学增列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行业特色大学学科方向
特色鲜明，为粮食、国防、地
质、交通等各个行业领域输送
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取得了
众多领先科技成果。行业特
色大学也是“双一流”建设高
校的主力军，在全国 147所“双
一流”建设大学当中，有近百
所是行业特色大学。但是在
河南，却没有一所直接服务行
业产业发展的高校入选“双一
流”建设。

“行业特色大学是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创新发展的
重要保障，缺乏高水平行业特
色大学是制约河南崛起的重要
因素之一。”李成伟表示，行业
特色大学具备学科方向集中、
与行业产业结合紧密的特征，
十分契合“双一流”建设特色发
展和需求导向的原则。区域行
业特色大学兼顾了学科与行业
两个子系统的需求与创新，可
以形成“科研创新—行业发
展—区域发展”三者之间的耦
合叠加效应。他建议，综合考
虑河南省情，把能够服务国家
重大需求和河南经济发展需
求，具备冲击世界前沿潜力学
科，产出了标志性成果的行业
特色大学增加为“双一流”建设
高校。

“建设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高水平大学建设得跟
上，通过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
提升国家竞争力是世界各国的
基本经验。”李成伟说。他建议
将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总量
增加到 250至 300所，争取到本
世纪中叶，有 200所大学进入
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
强国。

李成伟建议，增加河南“双
一流”建设大学数量，提高河南
学子在本省接受优质教育的比
例，避免优秀人才异地发展。

李成伟说，长三角地区飞
速发展，与其区域内35所“双一

流”建设高校密不可分。目前
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
5.33%，在河南的 156 所高校
中，仅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两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从促进教育公
平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视角看，新增“双一流”高校应
将所在省域人口数量、现有“双
一流”建设高校数量、在校生数
量、所在省域经济总量作为重
要指标，重点向现在“双一流”
建设高校少、高考学生多、高校
在校生多、经济体量大的省份
倾斜，通过建设区域高水平大
学拉动经济社会发展。

“河南高水平大学数量
少，是优秀青年人才流失的主
要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工业大学校长李成伟建
议，优先支持河南高校入选
“双一流”建设高校，改变河南
高水平大学洼地的现状，推进
教育公平。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河南仅有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
河南全省博士年度招生人
数刚刚破千，不及一所部
属高校，博士招生指标太
少，难以组建研究团队，不
仅影响科研成果的产出和
高层次人才培养，还进一
步加剧了教育发展不充
分、不平衡的问题；在豫国
家级平台数量少，2022年国
家发改委公布的第一、二批
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名单显示，191家
工程中心中，由河南省高校
牵头建设的仅有两家……
魏世忠通过一组数据直观地
描述了河南高等教育资源洼

地的现状。
“国家应加大对河南一

流学科及国家级创新平台
建设的支持力度。”魏世忠
建议，针对河南增设教育
部直属和省部共建高校，
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
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动态
调整中，对河南省给予倾
斜，将河南一流培育学科
纳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体
系；支持国家大科学装置、
重大科研基地设施在河南
布局，尤其是在建设国家
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国家协同创新中
心等国家级平台时，对河南
省予以倾斜。

在河南增设教育部直属和省部共建高校

全国政协委员魏世忠：

做大做优网络正能量
引导青少年健康上网

“让优质的教育资源惠及
大众，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
大事，期待相关部门给予河南
高等教育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轻工业大
学校长魏世忠围绕河南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青少年成长等
问题传递基层心声。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网络主播纷繁芜杂，内
容生产跟不上，炫富躺平、
不劳而获、人身攻击等负面
信息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
不良影响。这个问题不容
小觑，必须重视起来。”魏世
忠在日常工作与相关专题
调研中发现，随着短视频产
品的快速涌现和传统媒体
的逐渐势弱，当下青少年在
使用移动互联网时存在诸
多风险和隐患：一方面，一
些流量至上的自媒体策划
炮制出不少耸人听闻、夸大
其词的新闻，对青少年的成
长产生误导；另一方面，部
分主流媒体的内容因不接
地气，让青少年产生“隔
膜”，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引

导和鼓舞作用。
如何破局？魏世忠建

议：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强化
优质内容供给，主动占领引
导、教育青少年的主阵地，多
制作、发行对促进青少年成
长成才更具体、更有用、更有
料、更有趣的内容；加大对自
媒体的规范和引导，通过制
定和完善制度法规，引导自
媒体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
利用其灵活、贴近生活的特
点，用健康向上的内容激
励、引导青少年；重点打造、
鼓励、培育、支持一批网络
正能量项目，打造一批网络
文化品牌，培养一批网络作
品创作团队，产出一批网络
正能量作品。

重点打造、鼓励、培育、支持一批网络正能量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