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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商务部培训中
心主办的直播电商行业人才职业技能培
养暨首期产业带头部企业直播电商培训
班在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开班，来自
全国各地的电商直播大咖代表、行业协
会代表以及86名学员参加首期培训班。

国家商务部部委专家、直播电商
平台负责人、直播带货大咖组成的师
资团队，应邀为参加首期培训的 86名

学员进行连续 6天的电商行业直播授
课。课程内容涉及电商平台的发展现
状、直播电商模式分析、团队的建设与
管理、电商企业如何定位、电商主播话
术与销售逻辑等方面。授课老师就如
何利用网上直播实现线上线下双收益
进行深度分析讲解，从心态、定位、才
艺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

（通讯员 张建权）

直播电商行业人才培训开班

本报讯 近年来，永春县不断加大引才、育才、留才、用才
力度，围绕鼓励人才下乡、支持能人兴乡、吸引青年返乡提出
21条干货措施，打造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
培育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和高水平技能人才队伍，一曲新时
代人才发展“春天的故事”正悄然唱响。

引才引才：：春风化雨汇成流春风化雨汇成流

漫步在永春县桃城镇南星社区，这里山碧如洗，溪水潺
潺。由省级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泉州市花卉协会会长郑泽
新牵头建设南星水上乐园，打造了七彩滑道、玻璃水滑道、知
青驿站等，同时也将他长期种植的花卉移植到这里，如今这
里花海如画，游人如织，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

郑泽新很早以前开始经营花卉苗木，一手打造了全市最大
的花卉苗木基地。这几年，看到永春县乡村振兴的良好势头，他
开始了二次创业，在永春海拔最高的呈祥雪山上，他建成了首家
冷热型高山催花基地，打通大花蕙兰从组培、催花到成品整个产
业链，种下了260多亩、几十个品种的绣球花，打造云山花海。

跟郑泽新一样用花卉苗木装点永春的还有 90 后李怡
龙。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永春发力打造香产业，他萌生了回
乡种植沉香树的想法。经过尝试、调研、摸索，他与当地农户
共同成立了永发沉香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了 700多亩沉香
树，如今省内绝大部分沉香树苗都出自永春。

郑泽新、李怡龙都是永春县推动人才下乡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县共招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社区营造等新业态
项目团队52个，引进高层次人才45人、高水平高校毕业生71
人，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376名。

育才育才：：雨后春笋破土出雨后春笋破土出

“传统的土壤种植，果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容易受病
菌侵袭，而通过基质栽培，基质灭菌后果蔬生长环境更好，肥
料利用率也得到提高，不仅节省人力物力，也使蔬果保质保
量。”近日，永春县聚绿果蔬专业合作社高伟民正在给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班的学员上课，说起果蔬种植技术，他如数家珍。

高伟民从 1997年起开始接触果蔬无土栽培技术，用木
屑、稻草、谷壳、河沙等材料经过高温发酵处理后形成基质，
以此进行规模化基地生产，主要种植小西红柿和黄瓜。他现
在有85亩的果蔬生产基地，年产量达1500吨，还带动了周边
群众发展无公害果蔬种植，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典范。

像高伟民这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在永春正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2018年以来，该县开
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28期，参训1607人次，共认定新型职业
农民 85人，入选市级以上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15人，2人被评
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用才用才：：一池春水活起来一池春水活起来

说到永春，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永春芦柑。上世纪

末，随着黄龙病不断蔓延，芦柑树成片成片被砍掉，果农不得
不外出打工。这是一辈子都跟芦柑打交道的全国最美科技
工作者、省级科技特派员张生才最痛心的时刻。他走遍全国
各地柑桔主产区，到处找专家请教防治办法，说动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邓秀新、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彭抒昂等著名专家把脉
永春芦柑产业，现场指导防控黄龙病，终于探索出柑桔黄龙
病综合防控栽培新技术——永春模式，通过了农业部专家组
验收评定，被证实能够有效防控黄龙病，在全国“黄龙病绿色
防控与栽培新模式研发与示范”推进工作会上介绍推广。

“为了让更多的果农用上新技术，这几年，我们一直到处
奔波，要么在培训，要么在柑桔园。在永春，我们建立近80个
柑桔示范片，面积达4万亩，新增社会经济价值1.8亿元，带动
200多户贫困果农脱贫致富，推动芦柑产业重振雄风。除了
永春，三明、南平乃至江西、云南、海南等柑桔产区也邀请我
们去培训指导。”张生才说。

近年来，永春县持续探索创新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
技力量下乡进村，让农村科技创新与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加
速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目前，全县现
有省级科技特派员62名、市级科技特派员27名，省级科技特
派员示范基地4家、市级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19家。

留才留才：：如沐春风醉桃源如沐春风醉桃源

在永春县岵山镇茂霞村的一栋不大起眼的闽南古厝里，
每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这里是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建
设的首个人才驿站。

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7月，由永春县与中
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
设学院合作成立，是全国首个县级生态文明研究院，国内知名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受聘担任院长，现有专家委员67名。
随着课题和项目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高校学子为研

究院注入了新鲜血液。来自甘肃的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王
雅兰，跟随研究院的专家们参与到帮助永春茶叶生态化转型
的项目中。她说：“永春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山青、水绿、天
蓝、云白，能够让人真实感受到世外桃源的舒心与惬意，很多
人来了就不想离开。”

吸引人的不只是生态环境，还有营商环境。原来在大城市
医药研究机构工作的陈艳辉，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创办泉州易初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带领研发团队开始从事小分子活性抑
制剂开发。他感觉，永春虽然是个山区县，但对人才创业就业的
政策并不比大城市差，还有生态文明研究院这样的创业平台，有
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积极帮助申请资金补助，悉心指导如何办理
手续，可以省不少心，能全身心投入到产品研发中。

“我们将深化人才强县战略和人才‘港湾计划’，在环境
上和服务上抢人一拍、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用事业吸引人
才，用感情靠服务留住人才，用政策激发人才活力，形成人才
的洼地效应。”永春县委人才办负责人说。（通讯员 陈志军）

永春加大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力度

唱响乡村人才振兴“春天的故事”
本报讯 近日，“2021厦门人才企业榜”

启动。本届榜单由厦门市委人才办、厦门火
炬高新区管委会、厦门市国资委指导，厦门
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中心主办，创客猫、智联
招聘厦门分公司承办，将评选出“厦门十大
战略新兴产业影响力人物”“厦门十大数字
经济应用场景项目”及“厦门十佳人才企业
雇主品牌”三大榜单。

厦门人才企业榜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专门评选“厦门十大战略新兴产业影响
力人物”，充分展现人才在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的突出作
用。去年，以科华恒盛、吉比特、美亚柏科、
易联众等为代表的人才企业入围“2020年福
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00强”榜单，发展
成就全国瞩目。

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年度最佳雇主”
在业内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历年来评选的
榜单已成为求职者筛选“好雇主”“好工作”
的风向标。此次主办方联合智联招聘首次
评选“厦门十佳人才企业雇主品牌”子榜单，
旨在通过评选发掘并激励本土企业，尤其是
人才所在的高层次企业能够扛起吸引毕业
生、人才“留厦”的旗帜，全方位地展现厦门

“高素质高颜值”企业的发展面貌。
“十佳人才企业雇主”榜单将充分展示厦

门爱才、惜才、重才的城市氛围，从雇主文化、
雇主形象、工作环境、培训发展、薪酬福利、组
织管理等维度展示厦门雇主品牌，同时也助
力用人企业更好地应对人力资源市场的变
化，凝聚合力提升厦门城市人才品牌影响力。

厦门人才企业榜评选是由厦门市委人
才办牵头发起的一项人才企业榜单评选活
动。首届评选始于 2018 年，由创投媒体
——创客猫共同推进，通过连续三年的评选
活动，榜单聚集了大批引领厦门经济发展的
代表性人才和人才企业，彰显了人才在推动
厦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入榜的特宝生物、罗普特、立达信等科
创企业先后挂牌上市，四三九九、南讯、风云
科技等多家上榜企业入选重点上市后备企
业名单，奥佳华、光莆电子、美亚柏科等上榜
企业也在各自领域中高速发展，充分发挥引
领作用。人才企业榜单已成为厦门极具影
响力、传播度、公信力的榜单评选活动，从评
选的征集到最终榜单的发布，每年厦门人才
企业榜均受到众多企业家、创业者及企业公
司、媒体的广泛瞩目与支持。

今年的入选榜单企业除可优先加入厦
门市高层次人才协会及优先参与厦门火炬
大学堂“优秀企业家战略领导力项目”等高
管培训项目及其他人才培养计划，还可在智
联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时获得官方认证的“优
选雇主”标识，更有机会优先推荐纳入厦门
市人才基金的重点扶持对象。

厦门人才企业榜的评审将按照商业指
数、企业指数、产品指数、资本指数、人力资
源指数等多个维度制定评选标准，秉承“公
平、公正”的一贯原则，通过综合大数据分
析、专家评选等方式产生最终入选榜单，并
将于9月8日在投洽会期间举办的厦门人才
项目资本合作展发布。 （本报记者）

聚焦新兴产业集群与领军人才

2021厦门人才企业榜启动

本报讯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以来，面对疫情影响和就业压力的双重考
验，龙岩市打造人力资源网上超市，以云招聘、
云培训、云审批等智慧服务，拓宽就业渠道，提
升就业能力，搭建惠企服务平台，为企业、求职
者、办事群众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线上服
务，真正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云招聘”，实现就业创业全链条网上服
务。整合国有、民营招聘平台，开发“稳就业
大数据监控指挥中心”，开展线上招聘、直播
带岗、“摇一摇”周边工作等活动，求职者和
企业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享受更精准、个性
化招聘服务，实现“求职—就业（创业）—失
业—补贴发放—求职”闭环式、“一站式”网
上办理。今年 1—7月，该市城镇新增就业
1.38万人，完成省定年度任务78.75%。

“云培训”，以职业培训券补齐职业技能
培训短板。龙岩市以列入全国首批职业培
训券试点城市为契机，在全国率先完成职业
培训券制发、领用和结算业务全流程，实现
对原有培训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创新劳
动者便捷参训模式，依据个人需要自主选择
培训项目；创新培训机构精细服务方式，培
训机构可以向指定人群定向、主动发放职业
培训券，打破传统的培训机构依靠自主招
生，技能劳动者被动培训的状况；创新政府

精准分析监管机制，实现实名制培训，资金
监管精准、可追溯，有效避免虚假培训和跨
地区重复领取补贴。目前，累计 8.4万人领
取职业培训券，6.6万人核销使用培训券，已
拨付补贴 2.2万余人约 1696万元，发券数、
用券率位居全国前列。

“云审批”，探索稳工稳岗新模式。充分
运用大数据，推动各类惠企政策与龙岩当地
企业精准对接，依托龙岩电子社保卡在全省
率先上线“一站式”“五险”网上申领平台，实
现失业保险金、社保补贴掌上申领，对裁员
率低、符合稳工稳岗条件的企业发放应急稳
岗返还、稳就业奖补等，最大程度提高政策
的受益面。龙岩电子社保卡获评 6大国家
部委试点或示范区，依托电子社保卡网上申
领平台，累计发放困难企业应急稳岗返还、
稳就业奖补 2697.38 万元，惠及企业 921 家
次，职工1.69万人次。

截至目前，龙岩市人力资源网上超市和
电子社保卡注册用户93.7万人次，占全市常
住人口的 34.4%，各项功能累计 800多万人
次点击访问。龙岩市人力资源网上超市获
评“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十大创新案例”，并
入选人社部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主题展示
典型劳务品牌宣传推广名单。

（通讯员 邱小尧）

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龙岩市打造人力资源网上超市

本报讯 近日，经三明市委组织部、市科协、市财政局、市
科技局联合审批，将乐县黄潭镇西湖红糖专业合作社成立专
家工作站。

该合作社为将乐县从事甘蔗种植、红糖加工与销售的企
业，是将乐县域内唯一一家拥有标准厂房、分拣包装车间，红糖
非遗传习所的农民合作社，也是唯一同时拥有公共品牌“将乐

红糖”地标、农产品保护标志、非遗标志、老字号标志的合作社。
据介绍，该专家工作站将开展甘蔗多品种简比试验，应

用红糖标准化与传统工艺结合新模式，开发红糖养生酒及红
糖延伸产品，促进古法红糖品质提升。通过专家工作站这一
平台，企业和专家开展深度的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和创新人才培育。 （通讯员 郭良贵）

将乐县西湖红糖专家工作站成立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