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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
本路径是创新驱动，核心是人才
驱动。河南既要吸引世界一流
人才，更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自己培养一流人才，而人才的
培养离不开教育，推进高校教育
创新势在必行。”在全国政协委
员、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
看来，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要将
人口优势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推
动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
2018年至 2020年，他连续 3年向
全国两会提交了关于加大对中
西部地区高校的建设力度、关于
在中西部地区高校设置“双一
流”培育学科等提案。

魏世忠在连线中表示，这两
年，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举全省之力
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
心，并提出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
学“双一流”建设，遴选7所高校11
个学科作为“双一流”创建第二梯
队，这让他倍感兴奋、备受鼓舞。

“今年参会，我的核心提案
依然与河南的高等教育发展相
关。与部属高校相比，地方‘双一
流’高校的建设任务更为艰巨，期
待相关部门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
并加大力度推动河南高等教育发
展，支持河南建设更多的一流大
学、一流学科。”魏世忠说。

全国政协委员魏世忠

以“双一流”建设
助力打造重要人才中心

全国两会上的“高新声音”

据李成伟介绍，目前，河南省“双一流”
建设高校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
国有 2756所高校，其中 147所为“双一流”
高校，占比 5.33%。河南省有 156所高校，
仅有 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 1.28%。
与广东省 160所高校、8所“双一流”相比相
差甚远。

因此，李成伟建议河南增加“双一流”高
校建设数量。增加“双一流”建设大学数量，
提高河南省学生在本地接受优质教育的比
例，是推进教育公平，避免更多人异地发展，
促进河南经济由大变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

效途径。
在支持河南打造中国农业食品创新产业

园方面，李成伟认为，河南正在加快建设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力、绿色高质高效、
产业链条完备、竞争优势明显的农业强省与
世界级食品产业集群，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
步、技术融合实现内生发展，将河南建设成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食品创新产业园。

李成伟认为，目前没有一所服务其发展
的行业特色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
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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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院
长林鸿表示，将就如何加强精准
碳测量在双碳工作中的基础作
用，落地科研成果转化形成良好
效益提出自己的建议。

林鸿表示，碳交易市场的交
易主体是工业企业，工业企业的
碳排放量是交易的依据。准确
的碳排放数据是落实2030年“碳
达峰”的重要依据。

林鸿认为，目前我国大部分
企业仍采用传统的基于燃料采
购量发票和企业自测碳含量的
方式核算数据，而这样测出的碳
排放量数据误差较大，并且容易
造假，如何加强精准碳测量在双
碳工作中的基础作用，提升我国
碳市场的数据质量，是他这次参
加全国两会议案建议的主题。

林鸿建议：“一是加强国家级
计量科研机构在碳测量方面的带
头作用，能对全面的碳测量工作
有专业的指导，获得完整的产业

链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二是碳市
场中电力等行业碳排放量核算采
用烟道直接测量达到‘报告的一
吨即为排放的一吨’，实现碳数据
准确、可溯源不易篡改等。”

“我是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
代表，这对我来说是一份荣誉，更
是一份责任。我将努力做好人大
代表的履职工作，为我们国家的
高端仪器仪表的发展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林鸿自 2006年清华
大学博士毕业后加入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2018年，和团队一起来
到郑州开展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
放量时空精准测量研究。如今，
林鸿和所在的团队创建了国内首
个基于精密测量的城市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监测体系。提到今年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他感觉身上更
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不久前，位于高新区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联合实验室已揭牌
成立，温室气体排放测量联合实
验室成立，将形成以郑州市高新
区为量值源头，辐射全国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值传递体系，确保我
国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以此联
合实验室为基础，建立我国碳市
场的“度量衡”，实现我国碳排放
清单的国际互认，确保我国碳排
放量数据碳满足国际上“报告的1
吨必须是排放的1吨”的数据质量
要求。林鸿也将以一以贯之的
“匠心”雕琢每一份建议，切实担
当起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李成伟

建设“行业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为世界粮食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工业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成伟表示，学校将通
过实施协同育人战略、科技创新战略等“八大
战略”，努力打造特色学科体系、培养一流人
才、产出一流特色成果，把学校办成“行业特
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把握机遇 为世界粮食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始建于1956年的河南工业大学，是河南省

人民政府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建高校。
创办 67年来，这所因“粮”而立、为“粮”

而育、依“粮”而为、缘“粮”而兴的大学，为服
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引领粮食行业科技进
步和推动河南粮食与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一名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
全国两会李成伟共带来4份建议，《关于增加
河南省行业特色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
校的建议》《关于支持河南打造中国农业食
品创新产业园的建议》《关于加强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保障能力建设的建议》和《关于
加快制定<国家物资储备安全法>的建议》，
也多与粮食与食品产业有关。

今年 1月份，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
李成伟发来感谢信。

感谢信提到，一年来，李成伟和河南工
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在粮食产后损失管理和
创新小农市场准入方面分享的独到见解和
深远展望都值得回顾深思。河南工业大学
在粮食产后损失管理和其他粮食相关领域

的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为众多发展中国家
粮食培训提供了宝贵支持。

“学校创办以来，为国家和地方输送了
23万多名优秀毕业生，70％以上的粮油工程
行业的技术骨干由我校培养。”李成伟说，学
校拥有“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粮食储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粮
食加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小麦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24个省部级粮食类科技平台。

学校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4项、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中国标准创新贡
献一等奖1项。“国家粮食储备‘四合一’新技
术”，使我国粮食损耗由4%降至1%以下，相
当于每年再造千万亩良田。

“全国约 50%的油脂加工企业、90%的
大豆磷脂加工企业，全球70%的棕榈油加工
企业均采用本校的技术。积极拓展海外业
务，为多个‘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工程设计和
技术服务，5年来承担60多个共计37亿元以
上的工程项目，为世界粮食安全提供中国方
案、河南工业大学技术。”李成伟说。

紧抓机遇 助力学校迈向“行业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面对“双一流”创建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

河南工业大学坚持“纵横对标、特色卡位、重点
出击”，立足高起点、聚焦高质量，选准、抓实一
批变革性、牵引性、标志性举措，全面实施内涵
发展“八大战略”。

“八大战略”包括协同育人战略、科技创
新战略、学科突破战略、人才强校战略、深化
改革战略、开放办学战略、文化铸校战略、资
源倍增战略。

“八大战略”实施以来，学校“双一流”创
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食品科学与工程”学
科在国家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获得全省最好
成绩，入选教育部“高校学科领域优先发展”
规划，跻身“国家队”行列；“小麦和玉米深加
工”“粮食储运”双双晋升为新序列管理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4
个粮食类国家级平台的高校。

不仅如此，河南工业大学还产出了世界
顶级科研成果，学校罗德平院士作为唯一通
讯作者，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hemical
Reviews》上发表影响因子高达72.087的学术
论文；作为第一牵头单位组建的中原食品实
验室揭牌成立运营，并积极筹建学校分基
地；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确立合作伙伴
关系。

“通过抓好这些变革性、牵引性、标志性
的战略举措，努力打造特色学科体系、培养
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特色成果，紧跟时代前
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把学校办成‘行
业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李成伟说。

创造机遇 建议河南增加“双一流”高校 服务河南食品产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林鸿

建立我国碳市场“度量衡”
提升我国碳市场数据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