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在科技创新的征
程上，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

河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始
终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核
心位置，持续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
略，持续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重要人才中心，坚定不移地走好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省中原科技城、中原医学
科学城、中原农谷“三足鼎立”的科技创新大格局基本
形成，引领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取得新突破，高
能级创新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大科学装置纷纷落地建
设，一批一流高校郑州研究院揭牌运行，6位科学家当
选“两院”院士，河南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业潜力有
效激发、创造动力竞相迸发。

议报告、谈体会、提建议，人大代表们深受鼓舞、
信心满满、拼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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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道，惟在得人。过去一年，全省新
引进顶尖人才12名，新增领军人才181名，引
进本科以上人才 26.5万人。特别是郑州市，
去年共引育各类高层次人才 1566名，吸引来
郑留郑大学生 22.7万人，全市人才总量达到
282万人。

代表们纷纷表示，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推动下，我省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重要成
就，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在
豫创新创造的决心和信心。

省人大代表、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
究院执行院长聂毅认为，强化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归根结
底，依托的还是人才。要更好解决人才发展
的后顾之忧，出台一些更加实惠的柔性人才
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引育高层次、领军型人
才，大力培养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夯实打造一
流的创新生态的基础。

张志华表示，共建产业学院是企业招贤
纳士、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加强院
校科研成果转化、加速培养人才的驱动力。
而我省具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强校企

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借力高校资源优势促进
我省经济快速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他建议我
省出台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扶持政策，进一步
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以便于更好地促进
我省校企合作进一步发展。同时，要明确人
才培养方向，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农业、食品
业、装备制造业等重点产业，重点培养和输出
科技成果和高技能人才，以满足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

省人大代表、郑州机械研究所新型钎焊材
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钟素娟
建议，要持续加大对创新平台的支持力度，培
育高层次人才发展梯队，争取实现更大突破。

姚红超建议，持续招才引智，加大对企业
高端人才和团队的支持力度，设立人才专项
基金，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吸引国
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落户河南。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河南一定能够把自己的人力资源优
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持续为谱写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
实践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省人大代表共话持续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共建产业学院是企业招贤纳士有效途径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昕 翟宝宽 董艳竹

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坚持创新
驱动，我们的发展就会更有底气、前景就会
更加光明。

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企业，是创新活动
的亲身参与者、创新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代
表们纷纷表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我省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大机遇，
驰而不息推进创新能力建设、打造一流创新
生态，成效明显、影响广泛，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了澎湃动力。

省人大代表、中铁隧道局集团盾构及掘
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洪开荣说，中铁
盾构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是带着世界
最大的盾构机和先进技术去施工的，这些产
品都来自河南，是河南的创新成果。

省人大代表、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志华表示，作为民营制造企业
的代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
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积
极参与新基建建设，努力开拓全球市场、国
内市场新赛道，持续延长产业链，去年企业
收入逆势增长，真正通过创新实现了企业的
稳健发展。

省人大代表、郑州天河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检测中心主任马娜娜表示，企业持续加大
创新投入、绿色化改造力度，营业收入持续
增长、市场不断扩大。

省人大代表、河南中钢网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红超建议，政府部门要进
一步细化和完善对龙头企业的支持政策，实
行精准滴灌式扶持，帮助企业突破核心技术
瓶颈，加速转型升级。要不断构建创新生
态，设立高层次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服务平
台，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
作，共建研发中心、实验室等，推动科技成果
快速转化。

列席会议的驻豫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欧
帕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数控技术员孙志光
表示，近年来，自己所在的企业凭借大力推
动科技创新，坚持走精耕细作之路，已经成
长为行业龙头企业。希望对企业推出更加
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更加及时便利的服
务，让专精特新企业心无旁骛抓创新、全力
以赴促发展，加快向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
高端攀升。

代表们认为，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抓创
新，一抓到底、久久为功，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一定能够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
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我省深入实施高校布局结构、学科学院、
本专科专业结构“三个调整优化”，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高质量完成第二轮“双一流”中期自
评，5个学科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全球排
名前1‰、80个学科进入前1%，创新发展的根
基越来越坚实、内驱力越来越壮大。

代表们纷纷表示，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
大省，打造高水平的教育体系，不仅能够更好
地造福全省人民，也能为我省创新发展奠定
更加坚实的根基。

省人大代表、郑州师范学院党外知识分子
联谊会会长张凤瑞表示，我省“三足鼎立”科技
创新大格局的形成令人振奋，对2024年教育工
作的安排也让大家看到了省委省政府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信心，书写了教育、科技、人
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河南答卷。

省人大代表、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校长、第十七高级中学校长叶小耀说，政府工

作报告在总结去年工作时指出，普通高中多
样化特色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让人倍感振
奋。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牢记教育的历史使
命，凸显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将更好把握教育的新
变化，立足学校教育，更好满足学生多样化发
展方向，促进教育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将深入
践行教育的新要求，认真思考解决“培养什么
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争当时代“大先生”，培养更
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洪开荣也建议，要认真思考教育方式方
法的创新，为学生在教育阶段就种下敢于创
新、勇于突破、想别人不敢想的精神种子，打
造更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

代表们强调，将积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
线，加快打造高水平教育体系，以现代化教育
有力支撑现代化河南建设。

科教兴省——厚植创新发展根基

人才强省——壮大创新资源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