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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扩容”呼唤“后备力量”
借势而上 留郑人才方能大有可为

▶郑州吸引人才的优劣势在哪儿？“智汇郑州”青年政策的长短板有哪些？如
何进一步建设人才高地？青年学子如何结合自身定位，利用人才政策谋划职
业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姝/文 沈翔/图

近日，郑州市政府发布
《关于2018年郑州市城市建
成区规模的通告》，2018年
郑州市市域城市建成区面
积合计1055.27平方公里，
相较2017年的830.97平方
公里增长了 224.3 平方公
里。尽管这224.3平方公里
包括此次首次纳入统计的
48个镇，也足以展示郑州的
迅猛发展势头。

在未将建制镇镇区纳
入统计的2017年，郑州市市
域城市建成区面积 830.97
平方公里，比 2016 年增加
86.2 平 方 公 里 。 也 是 在
2017年，河南省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50.16%，河南人

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
进入城镇生活为主阶段。

近1亿的总人口、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口城镇
化率、迅猛增加的城市版
图，作为河南的单极核心城
市郑州，去年常住人口已突
破1000万。在2018年人口
数据表中，郑州位列全国人
口增量十强，“城市扩容”呼
唤着“后备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
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认为，
在激励人口流入方面，郑州
除了具备省会城市提供的
机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
供的前景，还有一个重要的

“基数”优势：即郑州潜在的
人口流入源半径及其半径
内的人口总量。

“郑州拥有河南乃至中
原城市群内最好最多的政
治、商业、教育、医疗、金融
资源等，是包括河南全域和
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等部
分区域内居民优选移居的
主要城市，这些区域居民总
数有1.5亿左右，这是郑州
未来新人口增加的大基数。
即使河南全域人口的20%及
中原城市群中非河南省域人
口的5%具备移居郑州的意
愿和条件，未来郑州居民增
加的大趋势也是不可逆的、
长期的。”宋向清说。

后城镇化时代，城市“扩容”呼唤“后备力量”

随着河南城镇化进入
新阶段，能否实现“城市让
人的生活更美好”，城市的
承载力成为首要因素。

谈及城市对人口的承
载力，宋向清认为这里涉及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
增长之间的递进和协调问
题。“看待郑州市的人口承
载能力要从两个方面，一是
刚性需求，二是弹性满足。”
他告诉记者，刚性需求就是
已经形成的净增人口对郑
州承载力的要求，郑州目前
在这方面基本满足，稍显紧
张，但就未来发展而言，缺

口较大，任重道远。弹性满
足则表现为“三多”：多渠道
供应基础资源，比如鼓励民
间创办幼儿园、卫生院、中
小学等；多网点解决即时需
要，比如小学生入学问题，
当距离家庭最近的学校资
源紧张时，可以将学生分配
到稍远的学校；多层次满足
不同人群，比如鼓励小病患
者到居民区诊所就医，重病
患者到大医院治疗等。

城市承载力的增强将
进一步吸引人口流入，那
么如何用好人口增加带给
郑州的红利？宋向清认

为，改善人口结构，提高长
期可用的高素质人才数
量，是郑州的当务之急：

“人口的增加，人口结构的
改善，人口素质的提高是
人才战略的三部曲。下好
这盘棋，一是可以激发城
市活力，激励城市创新，提
高城市发展潜力和未来预
期；二是可以增强城市实
力，壮大产业板块，提高城
市综合竞争力；三是可以
增强城市对资源的集聚
力，提高城市辐射半径和
影响力，对郑州产生积极
而深远的战略性影响。”

人才战略“三部曲”：增加人口、改善结构、提高素质

2017年年末，郑州推
出“智汇郑州”政策，包括
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
博士后、青年人才、乡情引
才和创新创业建设，而门
槛最低、普适性最强的青
年人才储备计划，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

宋向清曾多次建议政
府适当放宽本科生的申请
条件，在计算人才引进和
人才对城市的回报率时，
如何算好这笔账？

他认为，首先要有长线
思维，重点考虑引进人才能
否长期持续在郑州发展，在
制度和规则设计时针对这
部分人才，采取更加灵活的
政策。其次，要有“我用可
以非我有”的超然思维，对
于一些确有困难不能长期
服务于郑州的人才，以实际
解决郑州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为考量，不求所有但求有
用、有效，设计专门政策予
以照顾，这样可以形成城市
口碑，有利于集聚有用之
才。最后，还要有引进人才
方面的底线思维。底线思
维不是学历思维、职称思
维，不是非本科、硕士、博士
不引，非高级职称不引，而
是对一些试图搞投机，利用
政策红利和自身条件，在多
个城市“串场”“谋利”，并没

有心思真正服务于城市的
“人才”，勇敢地“说不”。

各城市“人才大战”激
战正酣，“引才”后能否“留
才”成为亟待思考的问
题。近期，呼和浩特推出

“本科生购房五折”的政
策，但限制申请人已婚，且
房屋五年内不允许进入市
场，在政策上考虑到人才
留存率问题。

宋向清认为，固化人
才一定是人才引进政策的
必然策略，政府要根据目
的和目标设计政策，并适
时进行阶段性调整。

“人才引进必须有市场
化思维，要学会因地制宜，
进行城市政策营销。”宋向
清说，郑州在引进人才方面
宣传力度还不够，“郑州在
国家新一轮战略布局中的
优势和地位非常突出，主要
有区位和产业支撑的发展
前景被业界看好，加之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加速度般的
国际化进程，引进人才的软
硬件在周边城市中优势明
显。未来只要秉持进一步
开放的招才引智思维，补齐
人才引进中的住房、信贷、
创业就业及家属、就学、就
医等短板，一定可以实现人
才引进的可持续性和快速
增长。”

“有了智汇郑州的纳
才政策，‘孔雀中原飞’渐
成大气候。”在高级职业指
导师、河南省就业促进会
人力资源经理专委会理事
长、东方今报老夏就业工
作室创始人夏友胜看来，
国以才立，政以才兴，业以
才兴。这两年，郑州、武
汉、西安等省会城市争相
出台吸引优秀人才的优惠
政策，从编制办理、人才落
户、社保缴纳、购房补贴
等，涉及人才就业与生活
的方方面面，但从厚待人
才的力度来看，郑州的政
策优势十分明显，对高层
次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强。

“在这种局面下，用好
政策、用足政策，给力事
业、促进发展，成为留郑人
才扎根郑州的基础。但仅

有这些还不够。”夏友胜建
议，留郑人才一要顺势而
为，不仅顺国家中心城市
之势，顺大都市区建设之
势，更要顺郑州新兴产业
发展之势，在新平台、新领
域站稳脚跟的同时，谋划未
来大发展；二要借势而上，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
骚数百年”，郑州是人才集
聚之地，也是竞争之地，要
想在人才济济的行业独领
风骚，必须借势而上，这个

“上”需下大功夫苦功夫，才
能有大成就，否则就可能被
淘汰；三要规划在先，要知
己知彼，明确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再规划是走管理路线
还是技术路线，沿着既定路
线往前冲，未来才能在行业
中始终是被抢夺的人才，
在行业江湖屹立不倒。

顺势、借势、规划，留郑人才大有可为

三种思维，算好“引才留才”账

5月12日，舞阳县供电公司
组织电力施工人员在县城人民
路新架设一条10千伏双幸线配
电线路，以满足夏季电力负荷高
峰时期城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

行，为全县电力客户可靠供电提
供稳固的网架支撑。

该工程新建 10 千伏线路
7067米，架空导线6624米，工
程时间紧、工艺要求高。在工

程施工中，该公司注意每一个
环节，每一个细节，严把质量关
口，着力打造成优质工程；营
销、调度、运维多部门积极配
合，加强协调和宣传，做好沟通

解释，在保证可靠供电的同时，
顾全大局，为工程让路，服务工
程建设；宣传部门深入现场挖
掘素材，选准亮点，树好典型，
党员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

用，尽早尽快把相关后续工程
项目建好投运，满足迎峰度夏
用电需求，让政府放心，让群众
满意。①

薛俊峰 胡海洋

舞阳县供电公司：电网建设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我们去哪儿
郑州人才新政实施一年半调查

郑州引进人才的软硬件在周边城市中优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