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抓机遇 提升综合实力

为实现“中原梦”作出积极贡献

——访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

在郑州大学成功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半年之际，我们专程对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进行了走访。

“新任省委书记郭庚茂同志提出的‘中原梦’，描绘了 1亿河南人民未来的幸福

生活美景，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引起广泛反响。‘中原梦’的实现，归根到底要靠人

才，而圆梦的前提是中原‘教育梦’的实现。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

为郑州大学在实现‘中原梦’的进程中发挥自身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

要把握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加快发展步伐，助推‘中原梦’的实现。”郑书记开门见

山地告诉记者。

郑书记介绍说，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确是郑州大学发展史

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继“211工程”、省部共建之后学校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标志着郑州大学步入建设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的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学校站上了

一个新的更加广阔、更加坚实的平台。“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是中央政府

推动中西部省属高校发展设立的又一重大项目，是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加快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

差距，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可以

说，郑州大学能入选这项工程，既是国家对郑州大学合校 10 余年来快速发展的充

分肯定，也是对郑州大学未来更好地发展寄予的厚望。

在新郑州大学合校之初，郑书记就在学校第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把学校面临的诸

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归纳为“三大课题”，其中之一便是“在经济相对落后地

区和资源比较缺乏的条件下，如何创建全国一流大学”。12年来，郑州大学人励精

图治、艰苦奋斗，用自己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全国融合最好、发展最快的高校之一”

的评价，成为全国地方高校中第一所省部共建高校，培养了河南省本土第一位院士，

在国家“211 工程”地方综合性大学中博士点总量位居第一，当选 2009年度全国



50个高校毕业生就业典型之一……

郑书记说：“现在来看，新郑州大学合三为一是当时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做出的

正确决策，因为河南太需要一所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学了。”他认为，郑州大学快速

发展的历程中抓住了两次重大机遇：一是国家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机遇，郑州

大学成为全国地方高校中第一所省部共建高校；第二次是第十批学位点申报评审的

机遇，郑州大学在评审中一举拿下 54个博士点，增幅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诚然，抓机遇谋发展，是郑州大学矢志不移要走的道路。入选“中西部高校综

合实力提升工程”，再一次为郑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郑书记强调，

学校将抓住这一机遇，针对各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科学规划，统筹安排，选准项

目，用好资金，夯实内涵，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社会服务水

平，强化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全面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谈到怎样做好国家“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制定，如何推

进工作时，郑书记说，郑州大学将严格遵循高等教育规律，落实好“强化内涵，注

重质量；改革创新，重点突破；扬优支重，形成特色；加快发展，提高水平”的原

则。一是坚持把强化内涵、注重质量作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牢固树立“质量

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优化制度环境，培育大学精神，树立优

良校风，围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校园文化建设等主

线工作，加强软硬件建设，进一步夯实基础，促进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

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学校发展的内在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努力破解

制约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激发活力，挖掘潜力。三是坚持把重点突破作

为学校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围绕影响学校上层次、上水平的关键问题，找准突破

口，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有所为，有所不为，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水平。四是坚

持把特色发展作为兴校的重要方式。立足国家和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

结合中原经济区建设，根据河南经济、社会、文化特色，积极构建布局合理、富有

特色、文理工医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体现区

域特征，形成郑大特色。五是坚持把提升水平作为各项工作的落脚点。针对学校创

建高水平大学的薄弱环节，围绕强化内涵的各个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提高



质量，扬长补短，加快发展，促进学校上水平。

他强调，通过工程的实施，目标就是要使郑州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完善，

学科专业结构更加合理，办学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社会

服务水平和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全面提升，力争使 2~3个优势特色学科平台（基地）

达到“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水平，力争实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协同

创新中心、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零的突破，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使郑州大学真正

成为中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集聚高地、科研创新基地和交流合作中心，为把学

校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具有区域示范作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实

基础，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为河南省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目标激励斗志，下一步郑州大学将以“强化内涵，提高质量”为主线，从学科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和大学文化建设

等六个方面全力建设好这项工程。

一是大力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学科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龙头和提升综合实力的关

键。要瞄准国际前沿，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需要，凝练出一批有特色的学科研究

方向，利用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建立优势特色学科平台，组建高水平学术队

伍；要加大学科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着力打造一流的学科群，形成

一批标志性成果。

二是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办学以人为本、以教师为主体。要深入实施人才

强校工程，重点引进院士、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等大师级学科带头人、

学术领军人物，培养校内业绩突出的高层次拔尖人才。制定落实具体政策和相关条

件，抓好名师队伍建设计划、特聘教授岗位计划、创新团队培育计划，形成一批以

院士和学术带头人为核心、教授为中坚、青年博士教师为支撑的人才梯队和创新团

队。

三是积极推进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改善教学基本条件，提供更好的软硬件平台，着力打造

一批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加强教学内涵建设，统筹协调本

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

统一。



四是不断提高科学研究创新水平。要重点建设自然科学科研创新平台、哲学社

会科学科研创新平台、协同创新中心、科研创新团队、高层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等。注重整合创新资源，优化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大力提高科研

水平，力争产出一批具有重要应用前景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标志成果，培养

一批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科研能力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五是着力提高社会服务质量。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能。要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战场，加强校市、校企合作和协同创新，进一步提高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介

入度和贡献率。针对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建设一批应用

技术研究院；依托河南省大学科技园，建设科技孵化和技术转移平台。发挥学校的

人才、科技和卫生医疗资源优势，在医疗卫生、人才培训和科技下乡等领域切实服

务民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务实性，实现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六是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和精

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注重培育体现优良办学传统、时代精神、办学特色的大学文化

和大学精神，打造区域名校的文化品牌。牢固树立文化育人理念，以服务和满足师

生的发展需求、增强师生的归属感和使命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提高学校的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努力发挥学校文化传承创新的

功能，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郑书记告诉我们，郑大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精神，以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

升工程”为契机，面向国家和区域战略需要，围绕创建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进一步

突出重点、加大投入、注重实效、改革创新，全面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为国家特

别是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人力、科技和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