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化做好人才“引育留用”
——访市人大代表姚栋嘉

“我市当前的人才引育政策
整体具有很好的吸引力，也取得
了不错的成效。但也应该看到，
郑州周边区域巩义、荥阳、新郑
等地受所处城市发展空间较小
等因素制约，相关的交通、教育、
医疗等资源配置与郑州主城区
有一定差距，加之缺乏引才引智
平台和相关政策扶持，专业技术
人才引进难度加大，进一步留用
更是困难。”市人大代表、巩义市
泛锐熠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
事长姚栋嘉说。

关于作好人才引育文章，姚栋
嘉建议要多元化开展相关工作，

打好人才“引育留用”组合拳，确
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达到
实效。一是对郑州周边区域制定
差异化的人才政策，加大扶持力
度，以便更好吸纳人才。二是对
吸纳人才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
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助推当地经济发
展。三是建议政府主导建设多元
化的当地人才招纳平台，加强企
业、高校、科研所相融合，结合大
数据、互联网等方式，搭建高层
次、宽领域人才引进平台，逐步完
善人才引进、培养机制，充分凝聚
人才发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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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加速良性发展
——访市人大代表宋明

“近年来，郑州高度重视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

‘三基地’、多园区的产业集群发展
新格局。郑州富士康集团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郑
州航空港区智能终端（手机）产业
园已集聚 200 余个智能终端企业
（项目），‘整机＋配套＋核心零组
件’的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链也初
步显现。可以说，以富士康等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郑州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增长做
出了突出贡献。”市人大代表、郑
州汉威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明说。

他表示，郑州正不断引进新的
先进制造业进驻，超聚变、比亚迪、
771所、合晶、华锐、临空生物医药
园等为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但从现
实的角度来说，以富士康为核心的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目前依然是航
空港区的支柱产业、发展的重要源
泉。从稳经济、稳就业、促发展的
角度来谈，宋明建议政府和相关部
门要继续大力支持电子信息技术
产业的企业在郑经营发展，出台、
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实施，为企
业发展持续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
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链在郑州快速、
良性发展。

勇立潮头敢争先 扬帆奋楫向未来

“我带头发起成立了中牟县春
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目前成员 367
户，草莓种植面积 2600多亩，亩均
纯收入 2.5 万多元。”市人大代表、
中牟县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理事长李峰说。

李峰说，伴随着种植面积进一
步扩大，草莓质量进一步提高，农
民收入进一步增加,“春峰”牌草莓
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被评为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同时带
动周边群众通过种植草莓，实现增
收致富，使得草莓成为中牟农民增
收的一项新产业，并使中牟县成为
全国十大草莓生产基地之一。

李峰说，乡村振兴战略是新

时 代 做 好“ 三 农 ”工 作 的 总 抓
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
振兴才能更好建设美丽乡村，并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产
业振兴，要实现农业农村产业全面
发展，尤其是要以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为基础，加快其产业链、价值链
的拓展，进而实现一二三产的深度
融合，提升农业产业和产品的附加
价值，通过科技实现农业农村产业
的创新驱动发展，减少其对传统生
产要素的依赖，真正实现农业农村
产业的转型升级。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访市人大代表李峰

助力行业企业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
——访市人大代表曹健

“无论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是
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都对教育、科
技、人才的战略地位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多次强调，这些论述为河南工
业大学进一步谋划高质量发展、提
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
真学习领会并加以贯彻，坚持立德
树人，做有信仰的教育者、有温度的
教育。”在市人大代表、河南工业大
学副校长曹健教授看来，作为人才
培养、科技创新的主阵地，河南工业
大学必须站位“国之大者”，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锚定“双一流”创建目标，加
快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
努力实现内涵式和高质量发展，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工大力量。

曹健介绍说，河南工业大学正
在积极进行探索和实践。一是动态
调整招生结构，更好地契合学校河
南省特色骨干大学和“双一流”创建
行动计划高校的定位以及社会发展
需求。二是主动融入行业企业发
展，谋划布局现代产业学院、特色行
业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从加强产
学研协同创新、助力行业企业解决

“卡脖子”发展难题等方面，推动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
发展。三是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深度参与“中原农谷”建设，积
极推进中原食品实验室建设，发挥
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为加快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引擎。

实现“三个突破”推动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访市政协委员苏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对未来五年特
别是 2023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安排部署，振奋人心、提振信
心，催人奋进。这是一份有高度、
有广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好报
告。”市政协委员、郑州市城乡建设
局局长苏建设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高品
质城市建设持续推进，坚定不移提
升城市能级和品质，持续优化城市
功能布局，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
加快城市更新”等内容，为全市城乡
建设部门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

“今年，为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
发展，我们将聚焦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这一‘中心工作’，全力以赴加快
市政工程建设，努力补齐城市建设
短板、解决民生福祉问题。持续推

进河渠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海绵城
市、综合管廊建设等。同时，开展城
市更新行动和安置房建设攻坚行动

‘两项行动’，着力打造新时期城市
发展新动能、经济增长新燃点，促进
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加快安置
房建设和群众回迁进度。此外，还
要实现‘三个突破’，分别是建筑业
转型发展有突破、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有突破、村镇建设管理
有突破。”苏建设说。

苏建设还建议，出台支持建筑
企业高质量发展改革措施，支持豫
外企业和本地企业合作，争取实现
双方共赢局面。另外，加大支持装
配式建筑企业发展力度，通过引
进、培育等方式，实现装配建筑产
业化，从而加速推动建筑企业转型
升级发展。

两会好声音

加快体育公园建设鼓励学校开放体育场馆
——访市政协委员盛铎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生活物质
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民对体育健身
的需求和期盼也越来越高。然而，
目前郑州的体育健身场地与百姓
需求差距还比较大。市政协委员、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盛铎
建议，加快体育公园规划建设，更
好满足市民日常体育健身需求。

盛铎建议，可结合实际，对现
有公园建设柔性步道、跑道并形成
环线，建设简便、易操作的健身设
施、器械。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加
强顶层设计，尽快出台推进我市体
育公园建设的具体指导意见，分
类、分区、分步做好规划，建立公众
参与规划设计的机制，加快推进我
市体育公园建设。

盛铎还建议，充分利用现有河
道湖泊沿岸公共地块，建设体育健
身场地。在不妨碍防洪、供水安全
等前提下，利用金水河、七里河、东
风渠、熊耳河、南水北调运河和西
流湖、北龙湖等河道湖泊沿岸，建
设健身步道、跑道等体育设施。

“推进现有体育场地设施开放
共享，可以缓解公共体育设施资源
不足与部分体育设施利用率不高
的矛盾。”盛铎认为，可以出台政
策，鼓励公办、民办学校体育场馆
在确保教育教学和安全的前提下，
通过明确场馆开放基本条件、开放
时间、运营模式等，向社会开放体
育场馆。对于政府建设的体育场
馆，可积极推进全部免费开放。

开展传统运动项目助力健康郑州建设
——访市政协委员赵明宇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3 年
将持续推进健康郑州建设。对此，
市政协委员、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副院长赵明宇
在受访时表示，可适当通过推进传
统运动项目进校园、社区，加强人
们的疾病预防及预后恢复。

“我国文化历史丰富、悠久，自
古以来，我国国民便具有强烈的养
生意识。事实也证明，八段锦等传
统运动项目的确能够活气血、通经
络、养筋骨。”赵明宇介绍，易筋经、
五禽戏、八段锦及太极拳是我国传
统运动项目的代表，操作性强、实
用性高，在民间的接受度也相当广
泛。目前，广大中医院校已经将部
分运动项目列为必修课程，不少市

民自发学习以强身健体。
“不同年龄阶段、疾病阶段人群

可以选择适当的传统运动项目，充
分利用当前我市公共健身场地资
源，提升人民群众自身免疫力，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赵明宇建议，针对
幼儿园、中小学生人群，可对运动项
目的渊源、具体操作、与传统文化的
关系等方面进行讲解，提高参与人
员的积极性；针对社区老年群体，社
区工作人员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定时、定点开展传统健身运动，如八
段锦、五禽戏等的宣讲、教学，适当
举行社区项目比赛等；鼓励医疗卫
生等行业的专业人员进行健康知识
科普宣讲，保障人民群众在运动的
同时，避免身体损伤。

做好非遗保护与传承助推中原更加出彩
——访市政协委员张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
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
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政府工作
报告提到，2023 年要谋划建设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作为省级
非遗项目黄河澄泥砚第六代传承
人，市政协委员、惠济区非遗保护
中心主任张慧说，深感使命光荣、
任重道远。

张慧认为，做好非遗保护与传
承关键在人，目前非遗传承面临着
一些问题，譬如非遗传承人老龄
化，非遗项目经营、制作、培训场所
萎缩，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阻碍
了非遗发展。对此，张慧建议，继

续深入开展“非遗进校园”展示展
演活动，通过现场展演、讲座等形
式，让年轻人更多了解非遗了解传
统文化，扩大传承群体。同时，支
持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相关高校、科
研机构联合开展科学理论研究与
技术攻关，加强文化资源的开发，
提炼时代元素，更好的满足新时期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为更好的传承非遗文化，留住
乡愁，张慧建议，以“美丽乡村”为
抓手，做好非遗场馆建设，提供优
惠政策引进非遗项目，突出郑州特
色，以点带面，以小见大，让非遗项
目活态展示形成旅游资源和传统
产业集聚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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