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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
深入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大规模高

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推进部省
共建技能省市，推动“技能中国行动”全
面落地实施。截至目前，共与 11个省市
签署共建协议。实施《“十四五”职业技
能培训规划》，重点围绕高校毕业生、企
业职工、农民工等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预计全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超过1600万人次。实施制造业技能根基
工程、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职业技能提升工程，
加强和改进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加快培养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实施国家
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
室建设项目，推进培训实名制信息化建
设，公布41个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夯实
技能人才培养基础能力。各地大力落
实，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开展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百万人次以上。广
东打造“产教评”技能生态，年培训企业
新型学徒5万人次以上。

深化技工教育改革。全面推行工
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组建技工
教育和职业培训教学指导委员会，统筹
推动工学一体化重点任务和《技工教育

“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实施。改善技
工学校办学条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实
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和职业学校办学条
件达标工程，推动技工教育集团（联盟）
等项目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规模，

超额完成全年140万招生任务。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训，技

能群英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在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中国代
表团获得 21枚金牌、3枚银牌、4枚铜牌
和 5个优胜奖，在金牌榜、团体总分上蝉
联第一。2022 年 9 月，中国上海获得
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主办权。湖北、辽
宁、内蒙古、河南、新疆等各省（自治区）
首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展得如火如荼，营
造了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社会
氛围。

强化激励保障，让技能人才“得实
惠”。开展第十六届高技能人才评选表
彰活动，评选表彰 30名中华技能大奖获
得者、300名全国技术能手。各地纷纷采
取措施提升技能人才待遇。其中，北京
每两年开展一次“享受北京市政府技师
特殊津贴人员”评选工作，目前已有 599
名技师、高级技师享受此项津贴。

健全国家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体
系。紧跟新技术、新职业发展变化，审定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年版）》，向社会发布18个新职业信
息，颁布90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行而不辍，万里可期。朝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正意气风发，奋
勇前进，助推“中国号”巨轮披荆斩棘、扬
帆远航。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记者：张高洁）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2022年，龙岩市长汀县河田镇种粮
大户傅木清家的 300亩“福香占”喜获丰
收。测产验收结果显示，“福香占”单季
平均亩产干谷670千克，创造了该优质稻
品种在福建的单产纪录。“福香占”正是
中科院院士谢华安团队选育的水稻新
品种。

从农业门外汉到致富带头人，离不
开人才好政策。2013年，包括傅木清在
内的238名农民，领到福建首批新型职业
农民资格证书。凭借这“红本本”，傅木
清享受到了金融、土地、保险、教育培训、
技术指导等政策大礼包。

为了将更多人才汇聚到乡村，福建
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推进农业农村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有志于在乡村就
业创业的人才造生态、育土壤。推进人
才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人才发展与农业
农村发展深度融合、支持人才交流合作；
改革人才评价机制，出台新型职业农民
认定和扶持办法，深化农业技术人员职
称制度改革，聘用 331名符合“30年直聘
政策”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如今，在
福建广大乡村，创新创业蔚然成风。截
至目前，全省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已达
23915名。到 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3
万以上。

围绕产业需求育人才

为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福建坚持“缺
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供什么，想什么
送什么”的“菜单式”培育模式，强化学
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协同推进、能力提升
与延伸服务相互衔接。2020 年至 2022
年 9月底，全省累计培养中专学历以上
高素质农民 2.1 万人，培训高素质农民
26.7 万人次，接受远程培训农民达 353
万人次。

2022 年 8 月，福建启动乡村产业振
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计划在5年的
时间里，每年为每个县培育10名左右“头
雁”。该项目采取累计一个月集中授课、
一学期线上学习、一系列考察互访、一名
导师帮扶指导的“四个一”培育模式，对
带头人开展为期一年的定制化、体验式、
孵化型培育。

“我们学习了企业管理、农产品电
商、乡村振兴促进法、农业发展新趋势与
新技术等课程。”龙岩市武平县梁野仙蜜
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钟亮生，是“头
雁”项目第三期培训班学员。在他的引
领下，武平县 2800多个林农通过养蜂实
现脱贫致富。经过“头雁”项目“充电”
后，钟亮生对养蜂产业有了更多思考，

“我将在蜜蜂养殖、蜂蜜加工、蜜蜂文化

的基础上，继续深挖、提升，实现三产深
度融合发展。”

多渠道汇聚人才

“欢迎更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农人加入进来。”2022 年 11
月 21日，一场特殊的沙龙在屏南县熙岭
乡四坪村人才驿站举行。现场，30多位
新农人联合发起倡议，成立当地首个新
农人联盟——“新农人我们在行动”，打
造一个新农人之间分享经验、交流问题、
共享资源、共同行动的开放性平台。

面对求贤若渴的乡村，福建不拘一
格降人才，鼓励各类人才到乡村大显身
手。截至目前，福建全省累计选派科技
特派员62369人次，长期深入农村基层一
线，手把手培训示范带动创业发展，共实
施科技开发项目 8779项，项目总投资超
过300亿元。

此外，福建积极引导台湾现代种业、
精致农业等人才来闽创业创新，近两年
支持闽台农业产业发展补助资金达 1.4
亿元以上，吸引一大批台湾农业专才、台
湾青年来闽投身两岸农业合作发展。全
省引进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102支、台
湾乡建乡创人才 300多名，为全省 60个
县（市、区）的 280个村庄提供规划设计、
产业文创等陪护式服务。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莆田市涵江区人才服务管理平台日
前投入使用，成为莆田市首个具有“一屏
统览、一键查阅、一端服务”功能的人才
服务管理平台。“平台以人才云地图的形
式直观显示全区人才分布情况，包括各
单位人才情况、各类人才数量和占比情
况。”涵江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介绍说。

近年来，涵江区聚焦产才融合，根据
地方发展实际，通过引进高技术人才、培
养“订单式”技能型人才等，赋能地方
发展。

服务产业 千方百计引人才

“打开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可以看到
全区各类人才规模、分布区域、所属行
业、专家信息等数据。根据设定好的各
类政策，系统可以自动预警补助资金发
放时间，提升人才管理精细化水平。”涵
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林琴介绍，当前，涵
江区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共录入工科类、

“兴农人”等人才 800多人，初步实现“找
人才”“找技术”“找专家”等智库功能，打
造数字化立体人才看板。

作为全国工业百强区，涵江区现有
各类高层次人才总量、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均居莆田市前列。在拓展产业版
图时，涵江区同步绘制人才地图，让人才
集聚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作为莆田市“壶兰计划”引进人才，
来自江苏的福建钜能电力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茂斌，带领公司技术团队率先实施
异质结光伏电池项目，出产的组件平均
光电转换效率可突破20%，远高于业内平
均水平，为莆田国家级新能源产业示范
区发展贡献了力量。

近年来，涵江区先后建成投产华佳
彩高新技术面板、福联砷化镓、HDT高效
太阳能等项目，柔性引进中国科学院院
士林惠民、浙江大学教授吴斌鑫、浙江工
业大学教授张国亮洽谈合作项目，各领
域高层次人才助力企业关键性技术攻
关，推动形成落地一个项目、引进一批团
队、带动一个产业的链式效应。

订单培养 深挖人才“自流井”

“画线、锯切、锉削、钻孔……”日前，
在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
实训基地，10多名学生分成若干组在五
轴加工中心、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仪器
设备上有序地操作实训，为下个赛季的
技能大赛作准备。

毕业即就业。当前，涵江区深化产
学研融合，帮助相关企业与莆田学院、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等建立人才交流、
培育渠道，鼓励在校学子赴企业开展跟
岗、顶岗实习，有效促进“校企融合、工
学统一”协同发展。“2021 年，学院与威
诺数控合作，建立威诺智能制造学院，

开设卓越工匠班，设立创新竞赛基金，
共建实训室，开展‘订单式’技能型人才
培养，实现了院校到企业的无缝对接。”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系教授陆
宇立说。

“眼下产业工人比较稀缺，以往企业
需投入大量精力培训实习生，最后留存
率不高。校企联合办学，经过实训，学生
到企业后很快就能上手。”陆宇立介绍，
2021年，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
系毕业生被威诺数控有限公司、莆田鞍
钢冷轧等大型企业抢录，就业率高达
96.15%。

在推进校地合作的同时，涵江区还
推动建成一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研发
机构、星创天地和重点实验室，推动企业
与中科院下属科研机构、厦门大学、福建
农林大学等省内外院校、科研机构“联
姻”，柔性引进一批“候鸟型”专家教授，
服务涵江产业发展。

一线选人 农人转型“兴农人”

步入涵江区萩芦镇梅洋茶基地，百
亩连片茶垄绿浪浩瀚。凭借得天独厚的
茶叶种植自然条件，梅洋茶成为梅洋村
的一张“金名片”。

青黄氤氲间，茶农翁剑山忙着除草、
深翻、开沟、施肥等茶园管护工作。2021
年，梅洋茶制作工艺列入第八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拥有30
多年种茶、制茶经验的翁剑山，成为梅洋
茶制作工艺非遗传承人。2022年5月，涵
江区启动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兴农人”计
划，翁剑山被评为“兴农工匠师”，助力梅
洋村茶产业制茶技艺培训推广。

不拘一格选人才，培育“土专家”“田
秀才”，是近年来涵江区做好人才队伍建
设的重要抓手。“通过评选认定‘兴农田
秀才’‘兴农工匠师’‘兴农云销家’‘兴农
青创客’‘兴农智囊团’等五类人才，引导
他们通过技术培训、合作经营等方式，到
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服务。”涵江区委组织
部工作人员柯曼婧介绍，目前，全区已评
选认定首批“兴农人”221人。

莆田市兴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严生仁是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远近闻
名的“兴农人”。2012年，他在广山村流
转土地建设蔬菜种植研发基地，十年
间，共流转 500 亩撂荒地，种植的娃娃
菜、西蓝花、菜苔及特色稻等畅销全省
各大商超，公司获评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如今，严生仁的蔬菜种植基地遍
及白沙镇、仙游县游洋镇等地，租用土
地近 2000亩，年产各类新鲜蔬菜 1万吨，
年销售额 2000 多万元。公司有效带动
农户 658 户，并提供了 220 多个就业岗
位。 （来源：福建日报 记者：林爱玲
朱国强 吴美琳）

邵武市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
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以更大
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人才工作迭代升
级，全力打造“邵武是个好地方”城市
名片。

打好“产业牌”

突出优势聚才以兴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人才
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
邵武市通过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对
接，持续发挥产业优势，集聚各方面优
秀人才。

坚持靶向引才。围绕千亿绿色
产业集群，依托金塘博士流动站等平
台，精准引进新材料、林产加工、文
旅康养等主导产业所需的高端创新
人才、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围
绕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实施“银
发人才”计划，对接高校开展“人才
校园行”、“邵武籍学子见面会”等活
动，持续引进民生领域紧缺急需
人才。

坚持柔性集智。建设邵武智库，
充分发挥高质量发展人才顾问团、院
士专家服务办公室等作用，邀请院士
专家为邵武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城
市现代化治理提供决策咨询和服务
指导。持续推行“揭榜挂帅”、“竞马
赛马”等机制，鼓励优秀科研人才脱
颖而出，助力产业项目攻关、核心技
术攻坚，推动人才成为科技创新“新
引擎”。

坚持产才融合。加强“山海协
作”，依托“德化—邵武”产业人才共建
联盟，开展党政青年人才履职能力山
海协助提升行动，推动人才从产业一

线中培养，人才到产业一线中发光。
深化“闽台融合”，依托闽台融合发展
产业园，发挥四季桃、大铺山等台籍人
才龙头项目牵引作用，吸引台胞来邵
兴业，让邵武成为广大台胞的第二故
乡。拓展“回归经济”，发挥邵武乡贤
作用，鼓励乡贤带人才、带资金、带项
目回邵发展，让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
释放“1+1>2”的新动能，实现经济、人
才“双回归”。

打好“科技牌”

创新改革育才以鼎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
新人才。邵武市聚力打造全国氟新材
料产业高地，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

建好用活创新平台。加快建设福
建氟新材料创新研究院、福州大学化
学科研（邵武）楼、飞地科技园等科技
创新平台。借助三爱富、新宙邦等 5
家全球氟新材料领域前 20强企业落
地邵武契机，进一步发挥永晶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鑫森炭业重点实验室、
众创空间等创新平台作用，推动新科
技在邵武萌芽、新技术在邵武孕育、新
成果在邵武孵化，推动创新研究成为
邵武人才“新磁场”。

深入开展校地合作。积极推进
“福大—邵武”校地全面战略合作，对
接国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
研联动。围绕重点产业，与浙江大学、
福州大学联办各类人才专项研修班，
培养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
难题，助力产业升级的创新型人才。
围绕人才储备，持续创新“校地联合培
养”、“企业人才专班”等机制，打造一
支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队伍。
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坚持英雄不

论出处，出台“邵武英才”人才战略 15
条，用好新市民积分制 21条，建立起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
评价体系，让科研创新、产业技能、经
营管理等各类人才能够突破户籍藩
篱，打破学历、职称、年龄的桎梏，实现
经济待遇和自我价值的双丰收。

打好“文化牌”

优化环境留才以强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造。邵武市持续传承弘扬“邵武是个
好地方”的优秀文化，倾力打造“近悦
远来”人才生态。

打造人才家园。以邵武市打造文
明之城、生态之城、智慧之城、文化之
城四元城市为契机，厚植人才文化，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价值导
向，升级邵武菁创人才园、城市会客
厅等人才交流平台，将邵武构筑成鸾
翔凤集的人才之巢。

强化品牌引领。以“邵武英才”为
引领，挖掘“邵武人才日”文化内涵，组
织开展“邵武英才”浙大班、福大班、金
塘班等系列班次，讲好邵武人才故
事。围绕城市社区、金塘平台构建人
才社区，结合星级酒店、大众茶馆、城
市书吧为人才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做实精准服务。实施推行 3.0版
人才政策 24条，积极探索建立数字化
人才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效率更高、体
验更好、人才获得感更强的人才服务
环境，为人才提供“管家式”的服务，让
人才安身安居、安心安业。
（作者系邵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打好人才牌 勇走创新路

奋力谱写新时代“好地方”绚丽篇章
□□□宋陈庆

将更多人才汇聚到乡村
——福建推动人才下乡返乡兴乡纪实

引来人才“活水”

浇灌发展沃土
——莆田市涵江区引进培养人才赋能发展采访记

近年来，福建始终把人才振兴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创新体制机制，完善

支持政策，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促进人才下乡、返乡、兴乡，充分释放人才

引擎的强劲动力，为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组织部长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源工作者、各级
各类高层次人才
和创业创新人
才、大中专院校
就业指导老师及
毕业生、流动求
职人才，专业宣
传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宣传全省
优秀人才人物典
型，宣传重点领
域人才开发管理
经验，发布解读
国家及福建省最
新出台的人才人
社政策，发布人
才就业创业创新
和人力资源市场
实用资讯，已成
为全省乃至全
国行业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人
才类专业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