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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2023年以来，三明市抢抓上级支持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和沪明对口合作等发展机遇，
以争优、争先、争效的高度自觉，广开才路，扎实推
动人才强市战略向纵深迈进，为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全年新增市级高层次人才及
实用型人才6700余人，比增100.5%，省级高层次人
才认定数比增 39.2% ，产业高技能人才比增
37.3%……

这些快速增长的人才数据背后，是三明市持续
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以最大诚意汇聚人才、以最优
环境服务人才、以最高礼遇致敬人才的生动缩影。

诚意满满完善政策

近悦远来汇聚英才

人才政策是人才工作的重要保障。经过多年
探索，三明人才工作渐悟一个道理——没有最好
的人才政策，只有更适用的人才政策。

在前期充分调研、多次研究的基础上，2023年7月，
三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出台《三明
市柔性引才实施办法（试行）》《三明市吸引高校毕业生来
（留）明就业创业实施方案》《三明市“百千万”人才自主培
养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建立更加精准、灵活、有效的人
才政策体系，全链条做好人才“引、育、留”文章。

全职引进高端人才，是山区难以突破的瓶颈。
思路一变天地宽，在三明，“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
柔性引才理念逐渐成为共识。用人单位可以通过

“人才飞地”、校地平台、短期聘用、对口支援、股权
投资、退休返聘、工作站点、项目合作等方式，突破
地域、户籍、社保、人事关系等限制，柔性引进人才
或团队到三明服务发展。按照柔性引才的思路，三
明市在我省率先出台“人才飞地”建设方案，2023年
全市在上海等地建立飞地研发机构8家、飞地人才
驿站15家，积极推动“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在外地，
落地转化在三明”。同时继续探索“揭榜挂帅”柔性
引才模式，一年来共举办人才项目“揭榜挂帅”（民
营经济专场）赶集日等活动13场次，落地揭榜项目
32个，引进专家人才36名。“实施‘揭榜挂帅’新模式
破解山区招才引智招商引资‘两难问题’”做法在第
六届福建省机关体制机制创新优秀案例征集评选
活动中荣获“十佳案例”。

积极应对就业形势的新变化，三明市把加强高
校毕业生招引作为2023年度人才工作的重点之一，
用好明籍优秀人才回引政策，新回引明籍优秀高校
毕业生198人，政策效用正在逐步显现。先后组织
218家企事业单位，深入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等27所省内外高校，开展“扬帆绿都·
圆梦三明”校园招聘，达成就业意向2313人。2023
年11月，举办首场民营企业开放日暨“千名高校毕
业生三明行”活动，让高校学子与企业零距离面对
面，促进企业人才双向选择，当天签订就业意向140
余份，源源不断吸引青年人才来三明就业创业。

搭建平台引才聚才

人生价值有处可寻

让人才有事业平台，事业有发展舞台，才能支

撑起高质量发展的“杠杆”。
科创龙头企业平台、产学研用平台、人才竞技

平台、技能培养平台、大学生就业平台……三明市
已初步构建形成特色引才聚才事业平台。

2023年，三明市新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10家，新增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引智平台15家，常态化组
织专家开展产业项目评估、决策咨询、技术攻关
等，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聚焦三明市 11条特色产业链发展需求，突出
产业链上实用型技能人才的自主培养，深化定向
委培、访学进修、职业技能竞赛等机制，推动本土
技能人才加快成长，全年新增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 6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0家，遴选“三明工
匠”、“三明青年工匠”40名，近1.4万人新取得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林志能是福建天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高级技
师。2023年1月，“林志能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功入
选第二批中央企业“大国工匠”培养支持计划，成为
企业聚才、育才、用才的孵化器。在三明，像林志能
这样的技能人才不在少数，他们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自己的所学和行动，助
力全市产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技能人才。

为推动人才工作创新，助力平台建设，2023年
三明市启动人才工作“一县一品”“一单位一特色”
培育工作。

技能型人才在沙县区“青蓝蓄能”青年人才竞
赛比武中绽放光彩，“泰爱才”文旅人才培养行动
源源不断为泰宁旅游发展注入“源头活水”，优质
医疗资源在大田县“田医回田”人才工作品牌中下
沉基层、造福百姓……各地纷纷打出特色牌。

三明市直部门也各展身手，市科技局组织遴
选市级“创业之星”“创新之星”10名，持续激发人
才创新创业氛围；市工信局立足氟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特色产业，将产业领军团队（人才）培育作为
重点，带动全市入选省级重点人才项目 7个，创历
年新高；市科协创新开展新型建材、化工产业“一
产业一院士一团队”活动，推动谢华安院士建立全
省首家特种水稻试验站……产业科技创新、转型
升级在人才“活水”的浇灌下，呈现出可期的未来。

对口合作插上翅膀

开辟人才腾飞“新赛道”

做好人才工作，要有海纳百川、开放兼容的胸
怀。跨越一个甲子，沪明两地情缘随着《革命老区
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的印发开启了新
篇章。

这其中，两地人才交流硕果盈枝。83所学校、
29家医疗卫生单位与上海结对共建；举办上海名
医“师带徒”三明对接活动，121名三明市骨干医师
向上海 24名名医“拜师”；选派 104名优秀干部人
才赴上海市挂职、跟班学习、访学进修。三明医学
科技职业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陈靓雯正是其中之
一。她跟随上海大学章越凡副教授学习动物细胞
分子实验技术，希望利用在上海所学的实验室管
理经验，助力学校科研迈上新台阶。

（下转3版）

本报讯 龙岩市长汀县委组织部日
前发布公告明确，人才购买指定区域人
才房时，可享受购房补助（只享受一套
房和一个车位补助），最高补助50.65万
元。采取“先买后补”方式，符合条件的
人才先以市场价购买指定房源，之后可
申请购房补助。

值得注意的是，购房当年按补助标
准的40%发放第一笔补助，第2年起按补

助标准的15%发放补助，直至补完，所购
房产 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具体看，一
类人才：补助金额=实际购房价格-政府
确定价的 65%（补助 24.85 万元～50.65
万元）；二类人才：补助金额=实际购房
价格-政府确定价的70%（补助21.3万元
～43.42万元）；三类人才：补助金额=实
际购房价格-政府确定价的 75%（补助
17.75万元～36.18万元）。 （本报记者）

长汀县：人才购买人才房最高补助50.65万元

“今天很高兴，一大早获知我通过特种设备高级检
验师资格取证考试。”陈照春满怀欣喜地对记者说。

2月1日上午，记者见到了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新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科创团队负责人陈照
春。文质彬彬的陈照春，戴着眼镜，如果不是事先得
知，谁能想得到他是位焊接赛场的“匠星”。

陈照春近来好事连连。“2月7日刚收个好消息，省
总工会授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陈照春科创团
队为‘福建省五一先锋号’。”除夕日凌晨，陈照春给记
者发来微信留言说。

就在 1月 13日，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
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50位2023年“大国工匠年
度人物”候选人分成8组，依次走上台阶、踏上红毯，一
展各行各业工匠风采，陈照春位列其中。

2023年6月9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全国职工数字化
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决赛在福州落幕。陈照春拿起焊枪
操作起机器人，摘得焊接设备操作工机器人焊接个人
第一名，不仅圆了他的全国冠军梦，也为福建代表队的
战绩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得桂冠的背后，是陈照春肯吃苦、勤钻研、敢拼
搏、运匠心的付出。陈照春长期扎根于技术创新领域
一线，深耕特种设备技术研究，不仅注重科研工作的开
展，对于技能提升的追求也是精益求精，是位名副其实
的技能工匠。

此次比赛中，机器人焊接项目是首次作为国家级
职业技能竞赛项目，由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提
供技术保障。比赛现场，选手们要将 9块钢板焊接成
一个工业构件，分为打磨点装组队和机器人示教、焊接
两个环节。整整 4个小时的赛程，对选手的体力是个
不小的考验。“我刚开始有点紧张，但很快镇定下来，总
体完成得还不错。”陈照春身上有着科研工作者的细致
和严谨，早已为各环节做了精准的时间分配。

和参赛的绝大多数选手不同，陈照春并不是焊工
出身，学习工业机器人焊接技术还不到1年，且年龄比
参赛人员平均年龄还大十几岁。“说出来不怕大家笑
话，参加集训前，我连把大赛要求拼装的9块30千克重
的锰铁块搬上工作台，都感到非常吃力。”陈照春说。

提及备赛的过程，对于在高温车间连续作战而全
身湿透的那段日子，以及前臂几处被飞溅的焊渣烫伤
后留下的疤痕，陈照春显得云淡风轻，可一旦谈起钻研
焊接技术的过程，陈照春的眼里便闪烁着光芒。

“焊接机器人其实就是一个机械臂，要让它灵敏行
动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个过程都像在实验室里做实
验。比如，要克服机器人焊接弧状焊缝难的问题，就得
在手工点焊环节减少板子倾斜；施加 100A的电流时，
每台机器人的焊接效果都略有差别，需要调整和测
试。”每当谈起这些技术内容时，陈照春总是眼中有光。

解决了无数个难题和挑战，经历了无数个没日没
夜的笃定和坚守，陈照春终于成功书写了从焊接赛场

“新手”到“匠星”的精彩自传。“这次大赛的成绩也是对
我努力钻研技术成果的肯定，我将利用我的知识，切实
帮助生产企业解决他们在机器人焊接领域遇到的问
题，降低他们的损耗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
量。”陈照春说。

不待在实验室，年逾不惑却要扎进车间里找师傅
当焊接学徒工，拿起焊枪操作机器人,陈照春的选择此
前让很多人直呼看不懂。殊不知，陈照春的心里正憋
着一股劲——那就是以实际行动做名“数字工匠”，推
动焊接产业数字转型。

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匠，“数字工匠”是既具有现
代工业技术技能水平，又掌握智能化网络化技能、善于
融合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在陈照春的前臂上，几处被飞溅的焊渣烫伤后留
下的疤痕清晰可见。他指着这些伤疤说，“这些就是触
动我‘转型’的动力。”

让焊工远离弧光辐射、有毒气体、电焊烟尘和高温
高热的侵害，在陈照春看来，这就是他当焊接学徒工的
目的。“有了机器人，不仅能将四五个小时的人工焊接
作业缩短到二三十分钟，在焊接质量更高的同时，还能
解决人工力气不足、易受粉尘污染等问题。”陈照春相
信，伴随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终有一天，焊工
们也能迎来“在车间里喝着咖啡搞焊接”的日子。而现
在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在车间里把工人的手艺学到手，
再把这些技术“传授”给实验室里一台台机器人。

“未来工业机器人焊接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我
会把比赛中的心得转化到后续工业机器人的研发之
中，推动科研产品开发落地。”这是陈照春想要奋力实
现的目标，也是他初
心如磐，用匠心筑梦
的 动 力 。 （文/记
者 张华元 实习生 张
嘉慧 图/张黎波）

风展红旗 才绘三明
——三明市2023年度人才工作综述

从实验室走出的“大国工匠”
——记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新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陈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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