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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深读】

中国是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河南作为农业大
省、粮食生产大省，如何进一步扛稳粮食安
全生产重任，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农
业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带来了《关于培育新
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

当前，粮食安全问题仍在继续困扰全
球，影响粮食安全的各种因素犹存，全球
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培育新质生产
力 是 大 幅 提 升 粮 食 生 产 效 率 和 产 业 韧
性，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其绿色
发展、确保粮食安全与食物供给的必然
途径。

李成伟建议，首先，从战略与未来产业
的高度培育重构粮食产业发展新格局。

重构粮食主产区粮食产业发展新格局，
必须首先从战略理念上突出粮食产业是战
略产业和未来产业，而不仅仅是优势主导产
业。前瞻布局未来食品产业，发展细胞培养
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及食品原料，实现细胞
工厂生产，减少食品工业对农业种植业、养
殖业的依赖性，重点研发以作物为基础的新
型食品原料，比如糖类、新兴生物活性物质
等。以普通食品形态为载体，开展有效预防
和降低慢性病风险或调节亚健康状态的营
养健康食品。大力支持数字食品产业发展，
开发 3D打印技术，跟踪和“量化”营养素需
求数据，精准“打印出”营养价值、成分、口
味、质地和大小等均符合个体需求的个性化
食品。

“其次，要以人才培养模式革新强化产
业人才队伍建设。”李成伟表示，要以科
技政策引导激励粮食产业科技创新，以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粮食科技企业发展壮
大，以体制机制改革深化优化产业科技
创新氛围。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 董艳竹
张竞昳 赵文静

扛稳粮食安全生产重任
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丰富郑州重点产业链人才图谱
把智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位于经开区的郑州海尔热水器互联工厂生产车间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译博 图

惊蛰先开荠菜花，一年春
事渐繁奢。

国务院总理李强 5 日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
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
现新的跃升。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
“新质生产力”成为“高频词”，
与会代表委员围绕相关话题
建言献策，结合自身领域提建
议、谋发展、说创新，推动传统
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增
强未来产业“向新力”。

打造科创“国家队”
支撑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与治理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如何打
造科创“国家队”，更好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和
数字社会建设与治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移动总经理楼向平围绕嵩山实验室融入国
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楼向平表示：“嵩山实验室自成立以来，
不断加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科研
队伍、学术专著、科技专项、科研平台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具备了融入国家
实验室体系的基本条件和核心能力。”推动
嵩山实验室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是协同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客观需
求，有助于形成网信领域国家一体化战略
科技力量，支撑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
建设与治理，为我国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
做出河南贡献。

为此，楼向平建议，在推动嵩山实验室
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方面，给予郑州更
多政策和科技力量发展的倾斜。

一是支持中关村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实
验室和鹏城网络通信国家实验室依托嵩山
实验室建设郑州基地，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
引，充分发挥嵩山实验室内生安全和多模态
网络环境的原创理论与技术优势，推动原创
性、引领型成果落地应用，一体化解决新型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自主可控、安全可
信、灵活多元等问题。

二是依托国家实验室郑州基地，承接国
家战略任务，加快网络强国建设和完善新型
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在科学与工程研究、技
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等
方面承担更大国家战略任务，打造全球领先
的网络安全和网络通信创新高地。

三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突出郑州中原城市群领导源头创新作用。

强化新质生产力引领
推动20条重点产业链提质发展

目前，河南正在全力打造“7+28+N”重点产业链，郑州
力争走在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前列，必须强化
新质生产力引领，以“新”提“链”，以“质”强“链”，推动 20
条重点产业链提质发展，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强大
产业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是创新，关键要素是数据，
重要支撑是人才。”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康利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薛景霞认为，郑州应围绕重点产业链引
育高能级创新平台，促进重点产业链对接数据赋能平台，
强化重点产业链人才支撑。

薛景霞建议，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借鉴
安徽、浙江等地“科创飞地”建设模式，支持企业在发达国
家和沿海城市等高端创新要素密集地区设立域外研发中
心，充分利用当地创新资源助力郑州新质生产力发展。

引育消费互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及
行业大模型平台，支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联合上下
游企业共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以数字赋能提升重点产业
链能级。

围绕 20条重点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丰富人才图谱，建
设分行业人才图谱数字化平台，为链上企业对接全球全
国本行业高层次人才提供支撑。建立灵活的引进机制，
在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上下功夫，引导高层次人才向新质
生产力优化配置，尽快把智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今年的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院副校
长马珺，带来了《关于加快培育传统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
提案》。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已成
为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使命。马珺建议：“组建传统制
造业跨部门合作队伍。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建立跨部门
协调机制，确保在制定和执行与制造业相关的政策时，实
现部门间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消除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障碍，确保各种资源和努力高效集中，共同支持制
造业的现代化和高效转型。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制造业技
术革新与人才培养。”

马珺认为，企业要通过新型生产工具投资和员工培
训提升竞争力。要重构传统制造业生产关系和组织结
构。企业管理层通过组织结构改革优化，提高决策效率
和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人力资源部门推动创新
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和技
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