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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25河南两会·热话题

记者 赵文静 张竞昳 杨丽萍 刘盼盼

做大“土特产”文章 加速人工智能“快跑”
省政协委员接受集中采访建真言献良策

1月17日上午，来自不同界别的10名政协委员走上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委员通道”，围绕加速科研成果产业蝶变、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
发展等热点问题传民意、献良策、谈期盼。

省政协委员刘春太：
快速推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入生产线

“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郑州大
学要发挥双一流建设的创新溢出效应
和科技支撑作用，形成科研与产业、创
新与育人有机结合。”省政协委员、郑
州大学副校长刘春太说，郑州大学通
过重构学科组织模式，建立“大平台、
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的协同创新
机制，加快职务成果赋权改革，快速推
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入生产线。

如何产出大成果，加速科研成果

的产业蝶变？“我们以院士、杰青、长
江学者为领军人才，以全国重点实验
室、省实验室等为创新平台，围绕新
材料、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重点突破
学科，建设了8个学科创新中心，开展
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同时，把本来属
于学校的职务科技成果的使用权赋
予成果完成人……在各种政策的支
持下，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新
的局面。”刘春太介绍道。

省政协委员侯文邦：
让“土特产”这篇文章越做越大

河南是农业大省，做好“土特
产”文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种子
是农业的‘芯片’，要想种出好红薯，
得先有好品种。”省政协委员、河南科
技大学甘薯产业研究院院长侯文邦
对红薯有着特殊的感情，被很多人
称呼为“红薯教授”。

“我们成立了甘薯脱毒工程技
术中心，培育并推广脱毒薯苗，目前
累计推广种植 200多万亩。”侯文邦

还把红薯种植技术培训班搬到了田
间地头，拍摄“教授教你种红薯”科
普视频，用产业链思维，让种植户赚
钱，引领薯农种出好看、好吃、受消
费者欢迎的红薯产品。侯文邦建议
把红薯产业纳入到我省农业强省建
设规划中来，呼吁越来越多的青年
人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出现更多
的油茶教授、山药教授等，让“土特
产”这篇文章越做越大。

省政协委员李涛：
让人工智能跑出“河南加速度”

如何推动河南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省政协委员、郑州阿帕斯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李涛
从推进应用多元化、立足大模型
本土化、加快生态协同化三方面
提建议，助力人工智能跑出“河南
加速度”。

“最先给患儿诊断的不是医生，
而是人工智能。”李涛介绍，在他看
来，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和重要底

座是通用大模型，只有优先发展本
土通用大模型，才能培育具有本土
特色的“河南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系
统。他提出加快建立“四级联动”机
制，构建良性发展的生态体系：优先
支持推动本土大模型企业成长，树
立研发行业大模型标杆，推动各地
市将标杆案例复制且本地化，提供
补贴、技术咨询推动地方特色运营
服务模式发展。

省政协委员林家伟：
河南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空间大领域广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与河南加
强合作？作为一名长期在粤港澳
大湾区工作生活的省政协委员，澳
门新城市建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林家伟表示，两地虽然相隔 1000
多公里，但是合作的空间很大、领
域很广。

林家伟介绍，两地在文化领域
一直有交流。近几年，以华为、比
亚迪、格力为代表的广东名企深耕

中原大地。河南政府和比亚迪的
合作 37 天项目开工，17 个月顺利
投产，澳门的朋友们都对这样的速
度感到惊叹。

“河南这片投资热土对粤港澳大
湾区年轻一代吸引力十足，大湾区千
万中小微企业和青年企业对落地河
南充满信心。”林家伟希望，河南在中
部崛起中持续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
的深度对接，牵手合作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委员王历彩：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升级版”没有“终极版”

“稳定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护航民
营企业发展的根基，让民营经济的发
展环境更好、动力更足。”省政协委员、
河南众盈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历彩深切
感受到他们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期盼。

她表示，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推
行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让数据多跑
路，企业少跑腿，通过透明服务、阳
光审批让政务服务更加贴心高效。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升级版’，
没有‘终极版’。”针对民营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新问题、出现的新期待，
王历彩建议，深入开展政务服务诚
信提升行动，聚焦政府采购、招投
标、招商引资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
展政务失信问题治理；提升涉企行
政执法效能，探索推行“综合一次
查”联合执法检查模式。

委员 通道

省政协委员王峰：
为民营经济发展强信心增动力

“河南的民营企业前景光明，我
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省政协委员、
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峰细说河南民营经济大有
可为的信心。

“我省 去 年 出 台‘ 促 进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壮 大 ’的 31 条和‘加快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28 条，条条
都是真金白银，增强了我们发展的
底气。”

王峰认为民营企业可从用新
技术引领新质生产力、新产品引领
新需求、打开世界地图做生意，沿
着“一带一路”找市场、激发内生动
力突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他
希望政府在金融政策上持续为民
营企业开仓放粮，继续健全对企业
和企业家的法制保障，并加快推动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好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

省政协委员张勤生：
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医疗服务

“依托河南省中医院合作共建
的国家中医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将
于今年 10 月正式开诊。”省政协委
员、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勤生分享了
一个好消息。

张勤生介绍，目前河南共有12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河南医疗事业
发展带来“一少”“一多”两大变化。

“‘一少’指的是去北上广看病
的患者越来越少了。‘一多’指的是

河南的‘大医生’更多了。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的亮点之一就是通过

‘名师带高徒’的方式，带动区域高
层次医学人才培养。”张勤生说。

张勤生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在科研创新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政策激励措施；加强
监管和科学评估，以确保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助力
健康河南建设。

省政协委员高红国：
打造甲骨文成中华文化新地标

如何让孩子们从小爱上优秀传
统文化？省政协委员、安阳市龙安
区马投涧镇杜贺驼中心小学语文教
师高红国的回答是“四个一”。

“一本书，就是这本《诵诗识字
来安阳》。”高红国说，一手字和一
套操是指甲骨文书法和甲骨文广
播体操。安阳以甲骨文教育特色
学校为第一方阵，带动培养一大批
甲骨文书法老师。一条线，安阳的

甲骨文主题研学旅行路线品牌，串
联起殷墟博物苑、殷墟博物馆、殷
墟考古文旅小镇、中国文字博物馆
等景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魂聚
气、固本强基的精神力量。”高红国
建议，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把殷墟甲
骨文打造成中华文化新地标，让河
南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更多校园，在
孩子们心中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

省政协委员张峰：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塑造

作为长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的
工作者，城市更新依旧是省政协委
员、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峰今年关注的
重点。

城市更新如何“更”，才能更美、
更好？张峰围绕文化赋能、温暖营
造、价值提升三个关键词进行分享。

“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改造提升，有效把文化、旅游、休闲

融合在一起，成为我省新的文化地
标。作为河南人，我感到骄傲和自
豪。”张峰说。

城市更新不仅注重物理空间的
塑造，更要关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

“急难愁盼”。他建议，采用“系统谋
划+资源盘活+创新引领”的新理念，
推动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把中
原大地的城市打造成有文化、有温
度、有活力的美好家园。

省政协委员巩文：
科技赋能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生活

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
来？在省政协委员、河南省新联会
常务理事、河南品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巩文看来，让更多的人
看见“活”的传统文化是第一步。

“传统文化真正‘火’起来，关键
还要走进生活。”巩文介绍，目前正
在筹划通过现代技术，打造一套包
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在内的

“非遗数字化档案”，长久地留住文
化基因。

巩文建议，设立科技文化融合
专项基金，并实施税费优惠，减轻企
业运营负担；鼓励高校增设科技文
化融合相关专业，吸引国内外顶尖
人才，提升文化人才质量；加大宣传
推广力度，设立专业性文化创新示
范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