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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位
于 江 苏 南 通 的 如
皋 中 专 校 园 里 ，
一 片 温 暖 与 希
望 。 黄 文 鼎 ， 这
位 曾 为 职 业 前 途
忧 心 忡 忡 的 毕 业
生 ， 如 今 带 着 两
个 半 月 在 瑞 典 斯
堪 尼 亚 公 司 总 部
学 造 汽 车 的 工 作
经 历 ， 回 到 母
校 ， 与 订 单 班 的
学 弟 学 妹 们 一 同
分 享 ， 言 语 中 满
是自豪与激动。

“在瑞典学造
车 ， 我 向 业 界 大
咖 们 学 到 了 人 体
力 学 ， 还 知 道 了
如 何 规 避 造 车 技
术风险！”

黄 文 鼎 原 本
以 为 自 己 学 历 不
高 ， 职 业 生 涯 暗
淡 。 然 而 ， 好 运
来 得 很 突 然 。
2023 年 10 月，他
被 选 中 ， 成 为 首
批 4 名赴瑞典总部
学 习 的 斯 堪 尼 亚
新员工之一。

事 实 上 ， 这
样 的 幸 运 绝 非 偶
然 。 在 江 苏 如
皋 ， 连 续 三 年 的

“ 政 协 提 案 ” 悄
然 改 变 着 高 技 能
人 才 的 培 养 生
态 。 黄 文 鼎 正 是
这 一 变 化 的 受 益
者之一。

2022 年，如皋市政协委员提出了 《关于深
化职业教育改革，推动校企产业学院共建的建
议》。这一提案不仅立足于当地的重点产业体
系，更紧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专业建
设。落实这一提案，如皋三所职业学校与 30 多
家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建设了智
能制造、信息技术、化工新材料等六大专业
群，不仅提高了学校专业设置的“契合度、依
存度、贡献度、满意度”，还确保了学校所教授
的知识和技能与市场需求紧密相连。

2023 年，如皋市政协委员再次发声，提出
了 《关于加强如皋公共实训中心建设的建议》。
在这一提案的推动下，如皋对全市 1424 家规模
以上企业进行了用工需求调查，确保了技能培
训与市场需求的高度契合。三所职业学校与斯
堪尼亚、森松重工、思源电气等多家知名企业
合作办学，开设了 42 个订单班，每年招收 1000
余名学生，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课
程，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
有机衔接。此外，如皋技师学院的创建工作也
在稳步推进。

2024 年，如皋市政协委员继续提出 《关于
如皋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建
议》。这一提案不仅关注教育本身，更着眼于如
何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集群发展深度融合。

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 《制
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显示，制造业十大重
点领域 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 3000万人。面对
挑战，如皋积极响应委员提案建议，前瞻布
局，因时而变，加快推动技术、市场、人才和
创新的深度融合。

斯堪尼亚，是全球领先的重型卡车和巴
士制造商之一。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瑞典企
业，以其卓越的工程技术和品质享誉全球。
而中国，以其庞大的市场需求和蓬勃的创新
活力，成为了斯堪尼亚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
要一环。2020 年 5 月，斯堪尼亚中国工厂以
独资的形式落户如皋，成为继欧洲、南美之
后的全球第三个生产基地。2022 年 6 月，斯
堪尼亚如皋基地工程建设全面启动。2023 年
11 月，斯堪尼亚动力总成项目开工，预计投
产时间为 2025 年，项目建成后，将在如皋拥
有一个年产能为 5 万台的重卡生产基地、发
动机工厂和产业研发中心。到 2030 年，斯堪
尼亚中国市场将成为一个年产销近 2 万台的
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如皋
与斯堪尼亚的合作，不仅为如皋带来了先进的
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式，更为当地高技能人才培
养打开了全新发展空间。在瑞典，黄文鼎深入
了解了“公路之王”斯堪尼亚的汽车制造工艺
和管理模式，学习了欧洲先进的设计理念和生
产流程。从如皋中专的机电班毕业生，到斯堪
尼亚瑞典总部学习的汽车制造工艺高手，黄文
鼎职业生涯的蜕变，正是中瑞技术合作、培养
高技能人才的生动体现。

江苏如皋市政协主席顾留忠表示，通过深
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精心打磨提案，如皋
政协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高技能人才培
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正是在连续三年

“政协提案”的助推下，如皋的职业教育与斯堪
尼亚实现了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2023 年 3 月 2 日，经过严格选拔，
包括黄文鼎在内的 10 名准毕业生，成为斯堪尼
亚如皋基地首批录用的技术蓝领。同年 10 月 8
日，斯堪尼亚亚洲首个工业运营校企合作订单
班在如皋中专开班。今年夏天，订单班的 62 名
技术蓝领即将上岗。由他们参与制造的一辆辆
重卡，将承载着中瑞友谊绚烂之花，共赴“一
带一路”倡议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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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教育改革为中部地区崛起培养人才

第一，实施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服务于中部
地区产业体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显著
的经济效果和社会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部崛起座谈会上提出 8 点意见，第一
条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五年来，中
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制造业增加
值由 2019 年的 6.1 万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6.8
万亿元，规模约占全国五分之一。中部地区生
产总值由 21.8 万亿元增长到 27 万亿元。在今
年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
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
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
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也
列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4 年十件大事的首
位。至于中部各省的传统产业如何改造、新兴
产业如何培育、未来产业如何布局，各省“十四
五”规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均
作出了布置，比如，中部六省为了做大做强先进
制造业，统筹规划引导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基
地）发展，包括武汉地区的中国光谷、合肥地区
的中国声谷、郑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南昌和吉安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等。

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划与布局，关键在
于科技创新、人才支撑，更加需要教育作为基
础。因此，中部地区高校在专业建设设置上必
须紧扣本土产业，解决大学人才培养与用人需
求脱节、与产业的对接融合程度不够等问题。
基于这一点，教育部等五部委 2023年 4月发布
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
方案》，明确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
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这是高等教育服务
国家需求、建设高质量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一项重大举措。因此，坚持服务中部地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人才培养，健全学科专
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机制，面向国家战略、区
域战略或省内产业布局，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
科、新兴学科建设，学科专业调整主动融入区域
发展，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有效对接。

第二，建立中部地区高校联盟。截至目前，
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3072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
校 2820所（含本科院校 1275所）。中部六省普
通高等学校 749 所，本科院校 303 所。39 所

“985”大学中，中部六省 6 所；116 所“211”大学
中，中部六省 11所；147所“双一流”大学中，中
部地区20所。从总量来看，中部地区高校无论
是从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师资数量、在校学生
规模等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从“双一流”等
高质量的指标观察，中部地区有所欠缺。实质
上，有些高校的特色鲜明、专业独树一帜，但在
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产业创新问题上却孤掌难
鸣，所以需要学科交叉、专业融合。特别是针对
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创新战略等问题，仅凭一个
学科难以解决，更需要寻求区域高校融合发
展。因此，面对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战略任务，区域内高校建立联盟，将以更大

“有组织的科研”解决区域发展“大问题”。根据
区域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需求和导向，
在一所高校难以支撑“三链”的情形下，通过联
盟方式，形成优势互补。

通过教育改革促进中部地区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

第一，高校加强基础研究促进科技创新。
目前，全国正在加速布局新质生产力赛道。区

域不同、省份不同，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科研条件等也不尽相同。中部地区以及六省应
该贯彻“因地制宜”实质精髓，就是各地进一
步找到自身优势，立足本身，围绕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要求凸显区域产业、资源禀赋优
势，在布局新质生产力中迸发比较优势，携手
而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
量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实质就是通过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创新。关键之处在于科技创新，一是
高校要加强基础研究，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中部地区内实行跨省
份、跨学科合作，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
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二是联合创新机
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
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
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第二，创新研究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2023 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超 6 万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8.63% ； 中 部 六 省 15665 亿
元，占全国 25.47%。从中部地区高校来看，
湖南省技术合同成交额 3995 亿元，尽管同比
增长 24.66%，但高校合同成交额只有 36.41亿
元，只占0.91%。以省会城市武汉为例，武汉
市2023年技术合同成交额为2198.43亿元，其
中高等院校技术合同成交额 114.41 亿元，也
只占比5.20%。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还
是各地，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增长较快，但各
地的技术主要以企业为主，高校作出的贡献
仍然有限。因此各省出台一些促进转化的政
策，如江西省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高等学
校科技成果落地江西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成
果转化率和技术合同成交额纳入高校评价和
考核体系，作为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效益的
重要内容。

今年 3 月在长沙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之所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
因为企业科技创新以问题导向，企业知道真
正需要哪些科技成果，从哪些方面着手可以
解决创新难题。但是，高校拥有人才要素优
势，是创新的主力。为促进高校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必须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
链、产业链“四链融合”，高校可以成立地方
研究院或创新联合体，以科学研究、科技成
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引育等为主要职
能，整合教育、科技、人才、技术、产业、
资金等要素，实现多要素开展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的集成化。同时，实现中部地区科技
创新区域协同，通过政产学研进一步深度融
合、协同创新，实现科技创新优势资源的跨
区域、跨部门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深化中部地区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单
独作为一个篇章，充分体现了教育科技人才
战略地位和基础支撑作用。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坚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建设一体统筹推进，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实施，深化教育科
技人才综合改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
力。目前，国家正在制定教育规划纲要，在
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
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等方面创新体制机
制。建议各省在制定教育规划纲要、建立健
全科技体系和人才政策等方面，一是坚持目
标导向和需求导向，与各省党代会提出的产
业发展规划等相适应、相匹配，二是坚持系
统思维，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三方面的联
动，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之间协同推
进。同时，研究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性问题，
如教育评价改革与科技评价机制、人才评审

标准等之间的协调，科技创新的资金要素在
教育系统、科技系统的投入分布，等等。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教育科技人才综
合改革，各部门各地区正在搞改革、找方
案、建制度。中部六省教育科技人才各方面
均具有一定优势，可以先在六省各自试点的
基础上，再在中部地区进行区域性教育科技
人才综合改革，为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体统
筹推进”“一体部署实施”提供中部方案。

提升高校为中部地区社会服务质量

高校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有社会
服务的职能。一方面，高校应利用学科专业优
势，投身于社会实践，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
务。具体要思考教育如何服务于乡村全面振
兴，教育如何服务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教

育如何服务于提升高质量城镇化改革，教育如
何服务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问题。比
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
路、打创新牌，深入推进校政、校企、校校合
作，聚焦内涵发展，加快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
体化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共建中国光谷教师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与鄂州市政府共建鄂州教师教育综
合改革实验区。实验区运行三年来，两个“教
师教育共同体”，分别建立了大中小学思政
课、体育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等五个“一体化”研究与实践中心，创
新了中小学校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机
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到许多地方教育部
门和大中小学的关注。另一方面，高校具有丰
富的人力资源，也是人才集聚地，可以利用人
才的智慧，促进智库建设。比如，高校可以为
中部地区如何崛起、各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
建设，如何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围绕国
家重大区域战略、围绕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等发
挥智库力量。

当前，中部地区崛起的号角再次吹响，教
育改革必然迎难而上。目前，中部地区教育的
短板还在于“双一流”建设步伐不够快。尽管
中部六省在其“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均把“双
一流”纳入规划，甚至有些地方表态要举全省
之力，并确定了具体时间表，但进展有限。今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对标规划完成进展，有些中部地区省份吸
引外省“双一流”到省内办分校，也有地方实
施省部共建、省市共建机制，但这不是解决问
题的主要方式，距离“双一流”目标还有较大
差距，这也是中部地区各省各地方需要加强和
重视的着力点。

（作者系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
员，民革中央委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

助力中部崛起 区域内高校要有大发展
郑军

截至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7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20所（含本科院校1275所）。中部六省普通高等学校749所，本科院校303所。39所
“985”大学中，中部六省6所；116所“211”大学中，中部六省11所；147所“双一流”大学中，中部地区20所。从总量来看，中部地区高校无论是从普通
高等院校的数量、师资数量、在校学生规模等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从“双一流”等高质量的指标观察，中部地区有所欠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成为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中部地区具
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要素
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等比较优
势，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部地区崛
起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2004年3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首
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06 年 4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
干意见》，标志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正式
实施。20 余年来，伴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实施，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特
别是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期
间主持召开首次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强调
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
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五年来，中部区域经
济总体平稳，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产业基
础明显改善，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事业
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绿色低碳
转型步伐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
上。今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长
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
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4 月 12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再次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抓好重大工作任务、重大改革事项
的落实落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加强区域协调联动，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以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支持中部地区把
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提
升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中部地区的崛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除了依靠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还
在于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主观创造。中部地
区六省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着约
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
济总量，粮食产量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中部
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有 749 所普通高等学校，
占全国 26.56%，在校生占全国高等教育在学
总规模 22.44%，专任教师占全国普通高校
26.42%，五分之一省份拥有四分之一的教育资
源。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均将支持高等教
育发展作为实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的关键因
素，因为高校不仅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让教育成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底
座，通过实现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而且承担着区域社会责任以服务
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内高等院校的高
水平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
支撑、相互依靠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三个第一”的交汇处，正是教育，因为经
济发展靠产业，产业变革靠创新，创新靠科技，
科技靠人才，而人才又靠教育来培育培养。所
以，教育是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
量。中部要崛起，必须进一步注入高校动力。

（郑军）

教育是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量

■ 教育发展中的政协力量

■背景链接

◀当前，正值学校春季
招聘的高峰期，近日，北京市
昌平区人力社保局联合驻昌
高校中国石油大学组织开展
校园双选活动。44家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在校园内支起
展架，立好展位，与来自石
油、农学院等高校的毕业生
一一交流，校园招聘双选氛围
热烈，前来求职的学生热情
高涨。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江西省以百校联动方
式，开展校园招聘促就业活动。

朱海鹏 摄

春招关键期
就业正当时

■图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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