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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人才”二字，寥寥数笔，却是活力之源、
创新之核、发展之要、强市之基，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性资源。

近年来，南平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

“人才强市”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才聚武夷”行动计
划，以求贤若渴之心引才聚才，以夯基垒台之举育才
强才，以筑巢引凤之策爱才留才，为推动现代化南平
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先行地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党管人才
构建人才工作大格局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
一年前，南平市委举办2022年福建·南平“才聚武

夷”人才峰会，来自国内的知名院士专家、省直单位领
导、高校领导、优秀人才和在外乡贤齐聚南平，围绕

“才聚武夷”，聚焦“绿色高质量发展”，共话新时代富
美新南平建设新篇章。

日前，2023年福建南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暨碳计量
人才峰会举办，南平再次以一座城的最高礼遇欢迎人
才、致敬人才，再现四海宾朋相约南平，八方智者汇聚
闽北的盛况。

窥一斑而知全豹。举办高规格的人才峰会，精心
搭建引智、引才、交流、合作的大平台，充分彰显南平
市对强化人才工作的重视和对做好人才工作的笃行
不怠。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绿色是南平天然的底色，
生态是南平最大的优势。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先行地，要用好“人才”这一推动“两山”转化的
重要创新要素，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抢占双
碳、金融等绿色产业细分领域“制高点”，跑出高质量
发展“加速度”。

党管人才是实施人才战略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
人才优先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南平市始终把深化党管人才作为全市
重中之重的工作，定期谋划部署，强化顶层设计，与全
市发展中心工作全盘统筹、一体推进，形成人才工作
新格局，全力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步入“快车道”。

——明确目标定位。围绕打造“闽浙赣交界地的
重要人才集聚区”的目标定位，创新实施“才聚武夷”
行动计划“八大工程、四大计划”，并提出“两区三市五
县”人才工作重点，进一步明确人才工作目标方向和
实现路径；坚持领导示范引领，市委主要领导批示、部
署、协调解决涉及大学生就业创业、科特派、校地合
作、人才房、人才驿站、政策宣传等人才问题 27件，指
导督促各级各部门做好人才工作。

——强化政策牵引。南平市落实《深化“才聚武
夷”行动计划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若干措
施》，推动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制定23项涉及重点产
业发展、教师和医生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等人才政策，
推动市直部门修订完善储备人才、科特派院士专家工
作站、人才专项资金等管理办法，着力构建上下贯通、
横向拓展的人才政策体系。

——落实工作保障。谋划筹建南平市人才科技
集团，推进 10个县（市、区）、26家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市本级三大产业园区新设立或调整优化人
才工作机构。如，邵武市成立人才工作专班、设立人
才发展服务中心，武夷山市组建智荟人才发展有限公
司；严格落实人才经费保障，市本级人才经费支出连
续5年保持10%以上增长。

随着党管人才原则的落实落细，如今，“抓发展必
抓人才”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各
级党委纷纷想办法、拿实招，在优化政策、创新机制、
改进方式、务实重效上狠下功夫，努力引进、培养、用
好各方面优秀人才，形成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
才、精心用才的浓厚社会氛围。

平台赋能
打造聚才育才新品牌

今年5月，以“小竹子、大产业——以竹代塑，‘竹’
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首届武夷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峰
会在建瓯市开幕，国内知名院士专家、行业翘楚齐聚
一堂，共话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理念、新
举措；

6月，以“发展高质量绿色资管，助推中国式现代
化”为主题的2023第四届中国资产管理武夷峰会在武
夷山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业内精英共
探新形势下资管行业绿色转型升级之路，共话资管服
务实体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新之举；

10月，福建省“师带徒”引凤计划——南平人才项
目“揭榜挂帅”（顺昌）赶集日活动在顺昌举办，顺昌县
杉木、竹、菌菇、柑橘、茶、文创等产业领域的12个项目
成功被各界专家揭榜并签约；

11月，生态资产管理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咨询会
议在武夷山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深耕生态文明领域
的专家学者齐聚武夷山下，探讨生态资产管理创新之
举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人才平台，就是事业舞台。
近年来，南平市深挖优势资源，以举办人才峰会

为契机，积极拓展引人聚才平台，常态化举办中国资
产管理武夷峰会、茶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竹产业发展
论坛、百年蔗发展论坛等，并发挥人才平台载体吸引
科创项目、聚集高端人才的“强磁场”作用，汇聚高端
智力，形成“1+1>2”的人才集聚效应，助力南平绿色高
质量发展。

2022年福建·南平“才聚武夷”人才峰会举办以
来，南平市与北大、清华等 25所高校签订校地战略合
作协议，持续深化与大院大所大校合作，推动校地领
导互访 52次，促成绿色产业、“双碳”目标、环带建设、
医疗教育等领域校地合作项目 323项，帮助技术攻坚
452项，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优势转化为南
平的创新发展优势，产生经济效益超过百亿元。

人才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能只在某一点上
“单兵独进”或依靠少数人、少数部门的重视和努力，
必须坚持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组合发力。

为此，南平市委人才办抓牵头，积极撬动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县（市、区）人才工作主观能动
性，创新开展“人才活动月”活动，围绕生态食品、林竹
开发、乡村振兴、“三茶”统筹、数字信息、朱子文化、科
技特派员等主题，集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对接交流
项目和特色活动 70场，并持续宣传报道活动开展情
况，提升人才工作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南平市连续 6年组团开展“人才·南平
校园行”活动，探索在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闽江
学院、武夷学院等高校建立青年人才联络站，聘请青
年引才志愿者260名，打造校招“桥头堡”和引才“工作
队”，有针对性地推动青年人才引进、企业招聘、科技
创新交流、社会实践等项目合作。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市委人才办
的“一指用力”，逐渐转变为多部门的“攥指成拳”，真
正实现从“一轮明月”到“众星拱月”的攀升。

精准引才
形成人才集聚新高地

陈坚院士茶产业科特派专家工作站对武夷岩茶
“岩骨花香”风味特征的解析及品质提升，促进岩茶的
标准化产业推广；

蒋剑春院士生物质低碳制造科特派专家工作站
通过源头创新，抢占林产工业产品领域技术制高点，
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林产工业创新中心，保持林产
工业全国领先地位；

廖红教授碳汇生态茶园科特派专家工作站通过
定量分析武夷茶区的碳足迹、评估茶园生态系统的固
碳潜力、制定有效的减排固碳措施，为实现绿色碳汇
型生态茶园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森林碳汇科特
派专家工作站探索与地方合作的新形式，推动中国科
学院相关科研人员参与地方项目，实现科研成果产业
化的科技创新平台；

……
近年来，南平市围绕绿色优势产业，依托大院大

所大校共建产业研究院，首创13家重点产业科特派院
士专家工作站，“靶向”促进人才、项目、资金、平台等
创新要素系统集成，成效显著。

这是南平市精准引才的一个缩影。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南平市坚持聚焦发展大

局，走好“以产聚才、以才兴产、产才融合”之路，切实
提高人才引进精准度、契合度。

聚焦全市重点产业人才，实施人才综合授信补
助、重点龙头企业高级人才奖励金等产业人才政策，
支持南孚、南铝、圣农等 23家企业 1995万元；全市新
确认省、市高层次人才 67人、279人；新增技能人才
2.1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6438人，技师、高级技师
574人。

针对全市紧缺急需人才情况，招聘紧缺急需人才
1209人，持续加大“双一流”人才引进，选拔引进 20名
党政储备人才、53名教育类和医疗类储备人才；南平
一中、南平实验小学分别与福州一中、福州实验小学
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南平市第一医院与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推动武夷山、建瓯等地引

进一批“银龄”教师，浦城、松溪等地建立一批名医工
作室。

在引进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的同时，南平市聚焦青
年大学生，夯实青年人才队伍：深入实施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专项行动，用好“才聚武夷”
抖音直播间，观看流量超过600万人次；引导大学生投
身乡村振兴事业，相关案例入选共青团服务乡村振兴
优秀案例；分层建立南平籍在外大学生人才库，摸底
在外大学生约 1.28 万人，深入实施大学生“扬帆计
划”，上岗人数1888人。

同时，运用好在京医务专家休假活动在南平市举
办这一特色品牌，与知名医院、学校或者名师、名医开
展常态化合作，更大力度柔性引进教育医疗专家团
队，推动建立“师带徒”机制，培养一批留得下、带不
走、有实力的本土人才；争取40名中直单位博士、省派
科技服务团成员等到南平市挂职，有效发挥挂职干部
人才作用，助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全省唯一茶
叶金融交易场所“福建武夷国际茶交易中心”落地
南平。

真心留才
优化人才发展好生态

对人才的态度，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温度，更彰显
城市发展的高度。

“我来南平工作 5年多了，南平市委、市政府对人
才工作的重视以及支持力度让我感触特别深。南平
人才引进政策福利好、机制活，给了我们广阔的平台
和施展空间，希望更多的青年才俊到这里发展。”南平
市党政储备人才叶祖滔感慨地说。

2018年 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学专
业硕士叶祖滔来到南平工作。2023年春节前，入住武
夷新区人才公寓的他笑着说：“南平给了像我这样的
外地人一个温馨的家。”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
人才竞争的核心是政策和环境的竞争。为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落户南平、扎根南平、深耕南平，近年
来，南平市出台一系列突破性的招才引才政策，以更
加精准精细的服务凝聚人才，不断增强人才黏性，持
续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抓政治引领，增强人才荣誉感。深化市领导
联系优秀人才制度，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累计
走访企业、人才 224次，帮助解决问题 186个；强化人
才政治引领，开展人才工作大调研活动，赴浙江、上海
组织开展人才工作者培训班、高层次人才研修班，举
办“青春思享荟”人才沙龙等 20余场次；评选“双创之
星”、“三支队伍”、农村优秀实用人才等各类优秀人才
560余名。

——抓平台建设，增强人才成就感。积极搭建人
才干事创业平台，新增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工程
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省级平台载体
17家；建阳聚力打造建盏文创园、竹木产业工业设计
研究院、青年数字经济创业园，邵武加快建设氟新材
料创新研究院、福州大学化学科研（邵武）楼，顺昌投
资建成7100平方米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光泽成立白
羽肉鸡行业首家国际性研究院圣农研究院，政和组建
白茶科技研究院，各地纷纷跟进构建科技“大平台”，
为人才提供展示“大舞台”。

——抓信息建设，增强人才幸福感。开通“智汇
武夷”服务平台，推行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套餐服
务，上线“人策匹配机器人”，推动“政策找人”和“人岗
双向适配”，已服务高校毕业生等上万人次；升级改造

“南平人才网”平台，建成 1.5万名求职者的人力资源
库和 1000多家规上重点企业岗位动态库；大力推动

“才聚武夷”人才卡建设，配套景区游览、公共交通、人
才酒店等服务。

——抓政策兑现，增强人才获得感。市本级受理
办结人才安家补助、住房保障等各类申请 4100余件，
统筹发放给人才个人资金 9400余万元，协调解决省、
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转）学 33人次；全面实施人才

“安居工程”，积极兑现全省首创的人才“奖励房”政
策，落实人才奖励房240套，高标准装修武夷新区人才
公寓180间；积极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出入境、就医等便
捷渠道和服务，让人才更有感。

创新引领的南平，渴求人才；包容开放的南平，呼
唤人才；精彩筑梦的南平，成就人才。

人才蔚，事业兴。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坚实脚
步中，南平将继续勇立潮头、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深
耕 2.63万平方千米的发展沃土，把人才这个“关键变
量”转化为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奋力
谱写“才聚武夷”新篇章。

（通讯员 卢国华）

本报讯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人
社部日前公布 2022年名单，我省共有
10家单位入选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入选 2022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的是：福州技师学院、福州第一
技师学院、厦门技师学院、龙岩技师学
院、宁德技师学院。入选 2022年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是：金宁飞（福建

省叁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骆书芳
（集美工业学校）、吴德强（福建丰盈园
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陈明良（德化
县风池瓷雕厂）、游玉琼（福建省武夷
山市永生茶叶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国家级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 43家（次）、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44家。

（本报记者）

我省10单位入选国家级基地和工作室

本报讯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委）批准发布《农业社会化服务 科
技 特 派 员 服 务 规 范 》（GB/T
43348-2023）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服务
规范》）。这是全国首个科技特派员服务
方面的国家标准。

据悉，《服务规范》由南平市延平区
人民政府等10多家单位共同起草，在反
复征求了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
技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意见后，
历时近两年完成。

《服务规范》全面梳理和总结了推行
科技特派员制度24年来的好经验、好做
法，明确和细化了科技特派员术语和定
义、人员要求、服务实施、服务评价与改
进等基本要素。其中，重点规定了科技
特派员的服务内容要求，涵盖政策宣讲、
科普宣传、业务指导、技能培训、技术成
果引进和推广、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创
新创业等内容。同时，《服务规范》突出
科技特派员工作“订单式”需求对接、“菜
单式”服务供给的特色，是我省乃至全国
科技特派员管理和服务向规范化、制度
化迈进的重要举措。 （本报通讯员）

全国首个科特派
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本报讯 12 月 7
日，中国东南（福建）
科学城两岸科创社区
（以下简称“两岸科创
社区”）在福州高新区
正式揭牌。这是福州
高新区着力先行先
试，融入福州市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积极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
重大举措。

据介绍，两岸科
创社区规划范围北至
轮船港公园，南至学
园路，东至乌龙江大
道，西至旗山大道，将
按照“两中心四基地
四平台”架构建设。

“两中心”即两岸科创
社区交流服务中心、
两岸知识产权服务中
心；“四基地”即两岸
创业孵化基地、两岸
产业合作基地、两岸
产学研合作交流基
地、两岸体育文化交
流基地；“四平台”即
两岸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平台、两岸科创金
融服务平台、两岸知
识产权服务平台、两
岸 人 才 落 地 服 务
平台。

揭牌仪式上，闽
台大学生三创基地项
目、中国东南（福建）
科学城两岸产学研合
作交流基地项目、中
国东南（福建）科学城
两岸知识产权服务平台项目、穿戴式医
疗级监测设备项目、延平光电福建项目、
两岸融合网球体育文化公园项目等集中
签约，助力加快建设两岸科创社区。

目前，高新区中海左岸花园人才公
寓已为台湾青年人才提供 150套公寓，
就近为入住的台湾青年提供政策咨询等
公共服务代理代办事项，并免费开放服
务空间、餐饮空间、展厅空间、会客休闲
空间、路演厅、培训基地等，为常住台胞
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就业创业环境。“高新
区为台胞提供的‘惠’，给我们带来满满
的幸福感。”多位在福州高新区创业的台
湾青年表示，对两岸科创社区充满期
待。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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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悦远来 才聚武夷
——南平市人才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