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眼下，一年一度的春招如火
如荼展开。而在坐拥 16所大中专院校及
科研院所的厦门市集美区，不少同学已早
早进入企业，走上工作岗位。这得益于近
年来集美区不断深入实施产教融合战略，
创新产教融合机制，构筑产教融合平台，
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服务产业链，打
通人才供给“最后一公里”。

校门校门对厂门对厂门

让人才让人才““用之用之不尽不尽、、取之不竭取之不竭””

虽然还是大四学生，但梁恒杰已是福
建国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科科
技”）的“老员工”了。他们之间的故事还
要从去年的夏天说起。

那时，就读于华厦学院物联网专业的
梁恒杰在学校所学专业基础上，经过厦门
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简称“基地”）的强
化训练，成为国科科技的一名“学生工程
师”，并加入公司组建的项目组，担任起运
维工程师的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发展，去年，
在厦门火炬高新区、集美区政府共同推动
下，厦门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应运而生，
并交由国科科技负责运营。“基地整合了
政、校、企三方资源，围绕产业数字化发展
需求，共同搭建产业人才生态体系，建设
从‘人才培养’到‘产业服务’的闭环功能
区。”国科科技产教融合中心总经理兼厦
门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负责人苟雅婷介
绍，去年，基地入选“2023年（第六届）全国
人才工作创新案例”优秀案例。

对于梁恒杰来说，“产教融合”的学习
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比起课堂会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少
了学校理论学习的枯燥，全新的学习方式
令人“耳目一新”，在项目学习过程中，梁
恒杰觉得自己收获颇丰，“在这里可以积
累到真实的项目经验，这对于我们学生来
说非常重要。”

“在基地，学生进行项目仿真实践，
当产业侧某项目有用人需求时，我们就
从参与实训的学生中择优筛选到项目当
中。”苟雅婷介绍，基地围绕厦门软件信
息产业的发展需求，培养能够迅速适应
产业变革的实用型人才。2023 年，仅国
科科技产业项目便复用厦门地区大学生
超200人。

从空间到制度，“校门对厂门”的链接

越发紧密。去年，基地为厦门地区院校约
3400名学生提供前沿技术讲座、实习实训
等服务。“我们基地目前配套的师资团队
超过 100人，他们都是国科科技一线技术
团队中的工程师。由资深工程师担任带
教老师，一批来自一线的项目成为学生们
的实训课题，‘象牙塔’内的孩子也有机会
了解和接触产业。”苟雅婷说，企业要落
地，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高新技术人
才固然重要，但基础性技能人才也决定了
一个地区的企业承载力。

值得一提的是，校企合作定制课程、
更新教学内容也已成为企业和高校产教
融合的常态。目前，基地联合争新、海迈、
科莱特、海帆、网宿、华侨大学、华厦学院
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软件技术、大数据、网
络安全等实战课程 20 门，课程已覆盖厦
门、泉州、福州等地 15 所院校超 1700 名
学生。

厦门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的实践仅
是集美区政产教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集美区委人才办等部门联合建立政产
教融合工作推进机制，着力促进教育与产
业契合、教学与生产融合、学历证书与技
能证书融通，让青年人才“用之不尽、取之
不竭”。

学位学位通工位通工位

教育与产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发展同频共振

同样是在 2023 年，位于厦门市软件
园三期的厦门梦加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梦加网络”）与华侨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院“牵手成功”，共同进行虚
拟仿真技术在游戏中的应用开发。

“很多年前我们公司就开始思考‘如
何给游戏增加有别于传统游戏方式的新
玩法’这个课题。恰好那时集美区高校产
业技术联盟（简称‘联盟’）来我们公司调
研，我们就希望联盟可以帮助我们引进高
校技术人才来协助破题发展。”梦加网络
公共事务总监谭玉坤回忆，经过沟通协
商，在找到企业需求和高校研发之间的

“契合点”之后，去年7月梦加网络迎来了
它的“首席技术顾问”。

“首席技术顾问”制度是联盟针对校
企对接提出的创新举措。创立于2020年6
月的集美区高校产业技术联盟，立足于文
教区这一集美发展的“资源富矿”，通过“政
府搭台企业出题高校攻关”的模式，推动

校企项目对接、科技成果转化以及高校毕
业生就业等工作。成立以来，联盟已推动
450余名高校人才与300家企业对接合作，
多批次带领辖区超 4000名学生走进辖区
名企。

“在与企业的合作中，我们也会带领
学生一起加入项目中，让企业难题成为学
生的项目创新实践课题。”华侨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范宗文表示。

“学院每四年会进行一次学生培养课
程的调整，而我们在与企业合作中调研到
的需求，是进行调整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华侨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工智
能系副主任、副教授、首席技术顾问团队
带头人萧宗志坦言，产教融合，归根到底
是为了建立高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结，
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高校与企
业的紧密合作，企业可以解决发展难题，
学生也可以学到更新的知识，希望通过产
教融合让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可以和社会
以及区域产业发展更加适配。

纵观集美区产教融合探索的布局，从
集美区高校产业联盟，到华侨大学（集美）
政产学研基地，再到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不难发现，助力区域产业发展
是其中关键。

“新能源商用车、新型能源与系统、智
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应用及美食、美妆、美妙视听、美好设计、
美丽心灵等‘五创五美’产业是集美区发
展的重点，也是急需高素质产业人才的重
点领域。”区委人才办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如何培养出社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
创新型人才？集美区也给出了答案。近
年来，集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首个区级产
学研综合性支持政策《集美区产学研合作

“四个一百”行动方案》，大力开展“百名专
家解百题、百名青师进百企、百家名企建
百站、百批学子访百企”等活动，组织师生
前往企业一线进行实地实践，让高校人才
和企业双向奔赴。此外，集美区还通过鼓
励企业和高校联合建立研究生工作站，共
同培育高水平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推动企业提高科研创新水平和科研人
才储备。

区委人才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越
来越多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在集美区成立，
政府和企业、院校共同探索产教融合模
式，让科技、教育、人才“血脉”相通。

（本报通讯员）

打通人才供给“最后一公里”
厦门集美区创新政产教融合推进机制

近年来，莆田市涵江区不断强化技能
强企，聚焦技能人才培养、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同时，健全乡土人才选拔，用活专
业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人才保证，
有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添动能科技创新添动能

“从去年8月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后，
除了在学校上课，我平均一周要跑一次企
业。今年又带了研究生，将花更多时间跑
企业、找问题、做科研。”担任福建威诺有
限公司“科技副总”的莆田学院机电与信
息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的青年教师窦景
欣直言，目前，企业在数控机床加工精度
和稳定性等方面遭遇了技术瓶颈，这也正
是他和企业签订的产学研项目《装备制造
产业公共测试实验室》要努力攻克的
难题。

国家鼓励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但在创新过程中，企业总会遇上这样或那
样的掣肘。工艺落地难、技术转化难……
一遇上难题，像窦景欣这样的“科技副总”
便派上用场。

涵江区科技局工作人员林建花介绍，
“科技副总”一般从莆田市内高校和市级
科研院所具有一定产业经历的博士学位
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科研人员中挑选担
任。自莆田市去年出台《选派“科技副总”
派驻企业实施办法》等文件后，涵江区鼓
励青年人才发挥专业优势，深化产学研合
作，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提升创新能
力，培养创新人才，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莆田共选派 18 名“科技副总”，
服务企业遍布新能源汽车制造、新材料、
人工智能等产业。像窦景欣一样，这些

“科技副总”大都是莆田市近年来引进的
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化
学与环境等专业的优秀年轻博士。

那么，担任“科技副总”是否会分散精
力、徒增教学负担？窦景欣说：“恰恰相
反，通过企业经历，我可以将最实际的企
业应用场景用到课堂上，教学更加生动明
了，更受学生欢迎，产教学研进一步深度
融合。企业生产遇到的针对性问题，也为

下一步科研指明了创新方向。”

精耕乡土人才田精耕乡土人才田

涵江区白沙镇双孢菇生产基地是全
省最大的双孢菇生产基地，有菇房 21 幢，
菌菇栽培面积2.4万平方米。凭借得天独
厚的菌类生长条件，以双孢菇为主的食用
菌种植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种植双孢菇所需的营养基为农作物
秸秆，如麦秸、玉米芯、水稻秸秆和畜禽粪
便等混合发酵而成，同时营养基下架后可
作为有机肥循环利用，实现了变废为宝和
对秸秆的循环利用，对乡村绿色环保有很
大帮助。”基地负责人杨庆其介绍，在出菇
季节，基地可日产双孢菇4吨左右。

在涵江区乡村振兴“兴农人”计划中，
杨庆其被评为“兴农田秀才”。虽然自己
发展得不错，但他也有新打算：现在，我们
的双孢菇产量一年只能采收一季，需要和
外省的基地一同结合，才能有全年的持续
销量。考虑升级换代，用上新型机械设
备，提高效率，出口创汇，增加税收。

近年来，涵江区通过对农产品初加工
能手、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技能带动型
人才、社会服务型人才等进行全面摸底、
分类建档、动态管理，实现“一村一表，一
镇一册，一区一库”。评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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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类“兴农人”，为乡村振
兴聚智汇能。目前，全区已评选“兴农人”
253名。

莆田市信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江
口镇大东村，创始人林叶熊是“兴农人”。
2018 年公司成立后，在他及团队的努力
下，建立了“网约农服+数字种植”互联网
数字农业服务平台。“网约农服”帮助农机
合作社解决有机无地，帮助农户解决有地
无机问题；“数字种植”则是借助物联网、
AI、大数据等数字应用技术，提前做好农
作物生长过程中各项指标的预警、检查及
干预，保障农作物健康高产。如今，该公
司科技植保的服务范围从莆田扩大到
全国。

（来源：福建日报 通讯员 陈进芳）

人才产业双向奔赴
莆田涵江区用活专业人才推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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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
者评价推荐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是 2000年 1月由福建
省委编办批准成立的事业
单位，主要从事社会化考
试、人才测评、管理咨询、研
修培训、经营管理人才评
价、人才背景调查以及福建
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等服
务的专业机构，隶属于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中心开展
的主要业务有：

一、提供专业的社会化
考试服务。中心拥有专业
的社会化考试命题、面试专
家队伍和考务工作人员队
伍，建有社会化考试题库管
理系统、企事业单位公开招
考报名系统、面试评分系统
和面试抽签系统，拥有先进
的无纸化考试技术，承接省
内外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委托的招考命题出卷
阅卷、笔试面试考务组织实
施等项目。

二、提供科学的人才测
评服务。中心拥有科学、专
业、实用的PC端、手机端人
才测评系统和一支专业的
测评专家队伍，具有丰富的
人才测评服务经验，常年为
用人单位开展岗位素质、能
力素质、心理素质、就业指
导、公共职业等方面专业化
人才测评与专家工作坊服
务。测评业务涵盖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招聘考核、选拔
晋升、人事调配、定岗安置、
组织调整、人员盘点、培训
提升等，单位员工或个人心
理健康、个性性格测评，高
校毕业生就业、高考志愿填
报前的个人职业兴趣、职业
倾向、职业适应度测评咨询
服务等。开展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评价与人才背景调
查服务。

三、提供个性的管理咨
询服务。中心拥有一支专
业的管理咨询专家队伍，根
据客户需求，为企事业单位
提供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组
织设计、工作分析、薪酬体
系设计、绩效考核管理、培
训体系搭建等专业人力资
源管理咨询服务。

四、提供订制的经营管
理研修。中心整合省内外经
营、管理、经济、金融、人文等
领域雄厚的高校、企业的教
学力量及科研管理机构的知
名实战专家，提供订制化研
修培训服务项目；受党政有
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委托，
组织或承办中高级经营管理
人才培训研修、企业家人才
专题研修、职业经理人培训
研修等，致力于培育优秀企
业经营管理者，提升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五、提供统一的职业技
能认定服务。中心负责福
建省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
统一认定的组织安排工作，
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试卷、
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书核
发的工作方式组织实施统
一认定。目前，统一认定的
职业（工种）范围：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
员、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
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电子
商务师、物流服务师、采购
员、营销员、物业管理员、房
地产策划师、客户服务管理
员、职业指导员、创业指导
师、会展设计师、广告设计
师、室内装饰设计师等17个
职业及其所属工种。

联系方式：
1.考试服务咨询电话：

0591-87383113、88208224；
2.人才测评、背景调查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6；

3.管理咨询、研修培训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1；

4.职业技能认定服务
咨询电话：0591-87383141、
87383162。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

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7#

楼13层（邮编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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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县域经济发展，人才是关
键。近年来，宁德市蕉城区按照省委、宁
德市委对人才工作的部署要求，深入实施
新时代“三都澳”人才强市战略，围绕人才
兴区目标，研究制定了蕉城区人才引进和
培养“十五条措施”，为“引育留”各类人才
提供一站式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

“区”动力。
人才跟着产业走，产业需要什么人

才，蕉城区就积极引进怎样的人才。“我
们依托省、市、区人才政策，聚焦锂电新
能源、新能源汽车、铜材料等主导产业，

‘清单式’‘精准化’招才引才，不断增强
引才动力。”蕉城区人社局局长邓传才
介绍。

2023年，蕉城区引进省高层次人才43
人、省工科人才 539 人、天湖人才 860 人。
其中，博士研究生 115人、硕士研究生 944
人，入选政府特殊津贴2人、推荐省青年拔
尖人才1人。

政策引才，平台聚才。蕉城区推动新
能源、水产等企业与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
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做强人才创新平台，
释放人才载体叠加乘数效应。截至目前，
建成富发公司大黄鱼育种中心等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科研平台 4 个，宁德
时代 21C 创新实验室等省级创新实验室
和重点实验室平台12个。

引才更要育才。立足蕉城区经济和
产业特色，蕉城区人社局结合主导产业需
求，依托区技校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培养本土人才。2023年，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4033 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3662
人，新增高技能人才553人，入选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2家。

同时，建立区级创业导师库，为毕业
生提供咨询辅导等“一站式”创业服务。
去年，为64家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企业发
放各类补贴 48.58 万元。目前，累计在册

大学生创业项目 452 个、带动就业 2857
人，入选省级创业资助项目 41 个、入选市
级创业资助项目73个，入选省市级创业资
助项目数量及金额均居全市前列。

针对企业发展需求，蕉城区与山西、
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签订劳务合作协
议 28 份，在四川、云南设立劳务合作工作
站 6 个。去年共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26
场，邀请参会企业 790 家，提供就业岗位
25332个。

为更好留住人才，蕉城区在提高营商
环境和人才成长环境上下足功夫。成立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担任组
长，定期研究人才工作；区人社局在新一
轮机构改革中增设人才股，配备 4 名工作
人员专门负责人才工作。

“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政策进企服
务’，将每周四确立为人才服务日，派服务
专员面对面为企业人才开展服务，累计接
受咨询1801人次、帮助解决人才诉求1312
个。”邓传才说。

通过建立“互联网+”人才服务机制，
实行“专窗受理、专员办理”模式，为人才
提供“保姆式”“个性化”服务。依托省、
市、区人才政策，落实各类人才补助24465
万元（区级补助 14584 万元）。同时，落实
配套政策，对人才配偶安置、子女就学、购
置住房等给予政策倾斜，妥善安置3名“天
湖人才”配偶就业；在龙头企业、行业科创
平台等人才集聚区域建成 22 家区级人才
驿站，3家入选市级人才驿站；开展高校毕
业生创业政策宣讲、海外人才交流会等
活动。

“新的一年，我们将抓重点、攻难点、
增亮点，进一步夯实起势之基、凝聚攻坚
之力、保持突破之势，为蕉城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撑。”邓传
才表示。

（通讯员 张文奎 黄岳泉 杨静雨）

人才跟着产业走
宁德蕉城区清单式精准招才引才本报讯 近日，名佑（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与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共建的肉制
品联合研发中心在上海正式揭牌。这是沪明
（元）对口合作以来，三明市三元区在上海高
校内成立的首个校企共建的研发中心。企业

将依托学院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研力量，围
绕肉制品研发、建立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营养
水平检测分析等方面开展合作。

近年来，三明市三元区注重引导企业
与高校、科研院所精准对接、联合攻关，通

过“飞地研发中心”的建立，以更灵活有效
的引才方式，柔性引进高校团队参与企业
技术攻关，形成“研发在外地、生产在本
地”“招才用才在外地、成果落地在本地”
的引才用才新模式。 （通讯员 张琴）

三元区首个“飞地研发中心”在沪揭牌

本报讯 连日来，武夷山市企业改革
创新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暨 2024年度高
层次人才研修班在上海市举办。武夷山
市 23 名高层次人才、优秀企业家代表和
部分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在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开启为期3天的集中“充电”模式。

研修活动紧扣武夷山产业转型需要
和发展靶向，邀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汪泓讲授《区域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主题
课，阐述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新质生产力逐渐释放，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等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培育，实现高质
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期间，学员们还深入学习《创新与创
业》《数智时代的平台战略》《公司治理与
企业风控》等内容，通过多角度、多方位剖
析，为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
转型、人才引进、风险防范等问题提供解

决思路和先进经验。
近年来，武夷山市通过举办企业家讲

坛、组织企业家外出学习考察和进高校学
习等多种方式，打造一支熟悉市场经济、

精通企业管理、善于创新创业、勇于担当
负责的企业家人才队伍，助推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

（通讯员 占颜萍）

武夷山市举办高层次人才研修班

本报讯 日前，由宁德市霞浦县人社
局主办，“兴霞”人才驿站和县大创人才驿
站联合承办的 2024年海外优秀人才来霞
商业学术交流会在大学生创业园举行。
活动特邀英国杜伦大学硕士研究生邓琬
婷主讲，吸引县内 20 多名优秀创业青年

参加。
“活动通过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分享先

进理念、典型经验，既增长了参会创业青
年见识，也为我县今后的人才工作开阔视
野，实现 1＋1＞2的效应。”霞浦县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人才

驿站建设，落实“引、育、用、留”机制，千方
百计吸引人才、帮助人才、支持人才，为人
才的成长进步铺路搭桥，提供全方位服务
保障，以更高标准进一步打造集聚海内外
人才开展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

（通讯员 郑琳璇）

霞浦县开展海外青年人才学术交流

由福建大地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分公司：福建大地市政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福州分公司）承建的2019年拆迁地、收储地绿化项目（施工）已经交工
（验收）交付。现已对该项目无拖欠民工工资和机械租赁款等情况进行公
示。如有拖欠，请参与该工程的相关人员和单位见到公示后，15天内持有效
往来（债权）结算凭证与我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595-28078299。

福建大地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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