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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3 年以来，宁德市周宁
县深入探索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人才
振兴之路，着力在多元化“引”、全链条

“育”、多层面“用”上做文章，以优质人
才政策拴心留人，以重大人才工程带动
提升，以丰厚人才红利激发活力，为乡
村振兴打造高质量人才“洼地”。

立足立足实际实际

绘好绘好““聚聚才大蓝图才大蓝图””

拓宽“引”才通道。制定出台《周宁
县“智汇云端”工程推进城乡一体产才
融合若干措施》《周宁县“云端人才”评
价认定办法》等人才政策，打通人才引
进、培养和干事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
2023年以来，共申报宁德市“天湖人才”
11 人，引进紧缺急需专业人才 12 人，带
动回引返乡创业人才1000多人，选树能
人返乡创业典型示范项目22个。

打造“专”才平台。成立名师名校
长工作室 26个、名医“师带徒”工作室 4
个，柔性引进省市名师、名校长、名医19
名进驻工作室，在教育、医疗领域开展

“师徒”帮带。制定《关于加强直播电商
人才培养八条措施》，在电商专业设置、
直播电商人才引进培养、电商示范直播
间建立等方面给予扶持，进一步强化直
播电商人才队伍建设。

构筑“智”才高地。在宁德全市首
创政府顾问机制，引进政府顾问 84 人，
在县域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事业
等重点领域开展决策咨询服务和技术
指导，并为县域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牵
线搭桥。此外，每年统筹县人才专项资
金 200 万元，用于顾问费及开展调研论
证、咨询及交通住宿等工作保障，以及
奖励解决重大技术难题、作出突出贡献
的顾问。

靶向靶向施策施策

奏响奏响““育育才主旋律才主旋律””

端稳资金扶持“大盘子”。优先保
障人才财政资金拨付，每年拨出不少于
400万元作为人才工作专项经费。对引
进的高层次人才、紧缺急需专业人才每
月分层次给予 1000 元～4000 元生活补
助，对创建各级创业孵化基地、院士专
家工作站、企业技术中心等平台分别给
予 5 万元～50 万元配套补助，让人才在
周宁工作有奔头、得实惠。

打好培智育才“组合拳”。充分发
挥周宁县乡村振兴人才服务协调中心

“整合、交流、孵化、培训、服务”等功能，

加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金种子科研
组培中心、“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平台建设，着力解决
乡村人才短缺问题。坚持技能培训与
现场实训相结合，2023 年以来，累计举
办各类人才培训讲座27场次，人才交流
论坛 12 场，培训农民 965 人次、电商人
才 1756 人 次 ，培 养 基 层 技 术 骨 干
260人。

完善人才服务“全链条”。由县处
级领导挂钩联系41名人才代表和专家，
靠前协调解决各类问题。联合各类人
才主管单位做好人才数据基础工作调
研，按行业、系统分类建立人才动态信
息库。制定《周宁县“云端英才卡”服务
管理工作方案》，并在政务快捷、医疗保
健、法律服务等 8 个方面为高层次人才
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融汇融汇力量力量

弹出弹出““用用才协奏曲才协奏曲””

组团式服务，把“才”沉下去。制定
出台《周宁县集聚下派力量助力乡村振
兴的实施方案（试行）》，成立乡村振兴
人才协调服务中心，大力整合驻村第一
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金
融助理员等多支下派队伍，组建 9 支乡
村振兴工作组，提出谋划产业、技术指
导、推进治理、金融服务、建强组织等

“五项职能”，组团式、跨区域提供精准
服务。2023 年以来，实施服务项目 178
个，开展服务 234 次，帮助解决问题
162个。

产学研一体，把“智”用起来。持续
深化与福建省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
宁德市农科所、宁德市茶科所、宁德师
范学院等10余所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签
约校地、校企合作项目36项。2023年以
来，2 个项目获得省科技厅立项。企业
创新群体不断壮大，共有 3 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4 家省级科技“小巨人”
企业。

先富带后富，把“效”显出来。挖掘
培养一批农业种植、木工技艺、古法酿
酒等党员“双带双富”能手，创建高山
茶、蔬菜等农村党员致富带富项目 96
个、农村党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 11 个，
将经济实力、发展动力、致富能力较弱
的农户确定为帮带对象，为农户提供

“农资供应—田间管理—产品销售”全
过程服务。目前，周宁县 9 个乡镇实现
示范基地全覆盖，辐射带动100多个村，
为 200 多农户提供全过程服务，累计结
对帮带群众2517名。（通讯员 周改班）

“引育用”三步并进
周宁县精准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本报讯 今年我省整合设立青年
科学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基础研究项
目实施梯次化资助，促进基础研究青年
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

据了解，创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择
优支持科研起步阶段的青年科技人员，
每项最高资助8万元；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择优支持经历科研起步阶段并
取得基础研究较好成绩，具备发展潜力

的青年科技人员，每项资助20万元；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择优支持在基础
研究领域已取得省内外同行认可的创
新性成果，对相关学科领域发展有推动
作用的青年科技人员，每项最高资助
40 万元；攻关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择优
支持获得省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申请人，每项资助
100万元。 （本报记者）

我省首设青年科学基金

本报讯 农业农村技能人才是促进农
业技术创新、支撑乡村发展建设的重要力
量。加强农业农村技能人才特别是高级
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
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时
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农业农
村部日前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农业农
村高技能人才工作更好支撑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
强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进
行部署。

《意见》提出目标任务：到 2025 年，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策支持、企业主体、
社会参与的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工作体
系更加健全，培育体系更加完善，使用制
度更加合理，评价机制更加科学，激励保
障更加有力，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更加浓
厚，农业农村技能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
大，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
3。到 2035 年，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队伍
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支
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的作用更加凸显。

《意见》明确，加强农机作业服务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围绕支撑农业机械化
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机作业服

务质量，加快培养农机驾驶操作及维修等
高技能人才。结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粮豆轮作和稻油轮作等种植模式，定
期分区域开展农机农艺融合关键技术专
题培训交流。实施专业农机手培训行动，
每年培训农机手100万人次以上。组织开
展全国农机一线“土专家”遴选培育工作，
选育 300 名从事农机化技术推广、生产服
务、运用管理的一线“土专家”。开展农机
作业服务技能竞赛活动，选树一批作业标
兵、维修能手。

《意见》指出，加强粮油等重要农产品
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强技促
产人才培训行动，聚焦水稻、小麦、玉米、
大豆、油菜、花生等主要粮油作物和棉糖
果菜茶等重点经济作物，在生产大省加快
培养一批耕、种、管、收、烘干、仓储、加工
等高技能人才，每个省份每年培训不少于
1000 人。在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中
设立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示范培训班，
每年面向生产大省开展10期专题培训，培
训不少于 1000 名种植技术能手。依托粮
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种植业

“三品一标”提升行动，鼓励各地分层级、
分类型开展高产竞赛，发掘一批种植能
手，打造一批高产典型，辐射带动各地加
大种植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加强耕地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提

升、盐碱地综合利用、黑土地保护利用等
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每年在高标准农田建
设激励省份和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省份
培养土壤改良、科学施肥、农业节水、农田
水利、耕地质量评估等领域高技能人才不
少于 1000 人。结合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
工程，推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能人才典
型案例。

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人才
支撑，聚焦粮油主产省份和灾害重发省
份，主要面向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聚焦旱涝、
台风、低温冻害、高温热害等主要灾害，开
展农业防灾减灾救灾技术措施、设施装备
应用培训，尽快培育一批农业防灾减灾救
灾专业技术人员。

加强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举办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提升活动，建设一批主要面向农民的数字
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加强智慧农业典型
模式、先进技术装备等的展示交流推广；
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每年培训不
少于 1000 万人次。举办农业农村电子商
务专题培训班，每年示范培训 500 名电商
领域高技能人才。支持各地建设一批农
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培养一批直播带货
技能人才。

（下转4版）

农业农村部“送大礼”

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有福了！

本报讯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决定，在
全省组织开展“农业专家八闽行”活动，选
派一批农业专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村入企到户开展农业科技
服务。

此次活动将从全省农业大中专院校、
科研院所以及各级农技推广机构选派
1200 名中级职称以上农业专家，下沉到 1
万个以上建制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走进田间地头，开展点对点、面对面技
术服务，加快农业“五新”成果推广应用。

此次活动将聚焦三大重点任务：
围绕粮油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开展技

术服务，组织农业专家进村入企到户，开
展水稻、马铃薯、大豆、玉米、蔬菜、水果、
畜禽、水产等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加快
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示范推广，确保
重大病虫害和动物疫病防治措施及时落
实到位。通过线上培训、在线答疑、远程
诊断等方式，为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
主体和农户提供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紧盯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组织 7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16 个农业科技创新专业联盟、科技
特派员服务团、科技小院等专家团队，推
行“农业科研院校+农技推广机构+示范基

地+生产经营主体”模式，共同创建一批农
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培育一批科技示范
主体，加快科技链与产业链对接。

立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示范样
板，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工作思
路，主动发布一批农业技术需求“榜单”，
吸引农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踊跃

“揭榜”，针对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卡点”
“堵点”，提供一体化综合技术解决方案，
共同打造一批科技支撑力强、经济效益
高、质量生态好的科技带动型示范村镇，
辐射带动县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1200名专家下沉进村入企到户

我省开展“农业专家八闽行”活动

本报讯 近日，《仲裁庭数字化建设规
范》福建省地方标准出台。这是全国范围
内出台的数字仲裁庭首个省级地方标准，
将为我省数字仲裁庭的建设提供明确的
指导和规范，推动数字仲裁庭规范化、标
准化和专业化发展。

据悉，数字仲裁庭作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的高科技庭审场所，由人社部在“十
四五”规划中提出并要求大力推进。

值得关注的是，《仲裁庭数字化建设
规范》明确了数字仲裁庭的功能要求，实
现的主要功能包括：一是“一键启动”。随

着书记员启动数字仲裁庭系统，仲裁庭内
显示屏随即展示开庭场景图像，庭审录像
自动启动、实时刻录，当事人、代理人等参
加庭审人员通过人脸识别设备核验身份，
有序进入庭审区域，笔录中自动记录当事
人到庭时间，自动播放庭审纪律，庭前准
备时间减少50%。二是“云端开庭”。数字
仲裁庭支持线上调解、线上庭审功能，当
事人只需一部手机或电脑，通过视频接入
形式即可参与线上调解和庭审，完成证据
上传和笔录在线签字确认。三是“语音转
写”。庭审配备语音转换文字系统，能准

确识别仲裁员、当事人发言角色，庭审语
音实时转写，普通话识别率达99%，书记员
只需修改和删除少量由于地方口音、语言
习惯等产生的不准确信息，便可生成标准
化庭审笔录，有效改善传统庭审因打字速
度滞后于发言而引起庭审进程卡顿、记录
不完整等问题。四是“在线直播”。庭审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建立线上高清视频连
接，随庭审发言角色的改变，主画面在四
个高清摄像头之间切换，庭审情况可实时
传递至上级人社行政部门，也可线上向公
众直播。 （本报记者）

我省发布数字仲裁庭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标准

本报讯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24 年
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通知”（人社厅函

〔2024〕34号），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
目的培训机构）报送的“数字化管理与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高级研修项目方案入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才知

识更新工程2024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

修项目”是人社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升
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自主创新能力，根据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
（人社部发〔2021〕73 号）而持续进行的一
项重要举措。

“数字化管理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高级研修班以数字化管理师赋能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为培训主线，面向全国数字
化管理领域人才及传统产业从业人员提
供免费培训名额。具体运营实施将由中
国海峡人才市场下属事业单位福建省人
才培训测评中心负责，有意向报名咨询的
个人或单位可联系范女士，联系电话：
0591-87383137。

（本报记者）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一项目入选人社部
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项目计划

本报讯“我们希望走进乡村开展
田野调研，包括对一些老房屋做空间改
造，把青年人的创意和活力与乡村本土
需求相融合。”来自台北的陈双卯在三
明市三元区举行的沪明台青年乡创实
践基地揭牌仪式现场如是说。

三元区是三明市政府所在地，上海
与三明的对口合作当前正紧密展开。
为进一步深化上海、三明、台湾青年交
流合作，今年来，三元区多个乡镇、部门
与陈双卯创办的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
发展中心合作，打造沪明台青年乡创实
践基地。

该基地通过引入“乡村CEO”理念，
以三元区岩前镇忠山村、莘口镇楼源村
为试点，开发上海、三明、台湾大学生驻
村实践课程，鼓励台湾青年到三明担任

“乡村职业经理人”，探索乡村运营、社
区营造实践，推进海峡两岸乡村融合
发展。

“村里环境很好，我很喜欢这里，也

希望能为这里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从
上海来的白雪莲是楼源村第一批“乡村
职业经理人”，如今已驻村十几天，她和
其他5位“乡村职业经理人”一起开展乡
村老旧楼房空间改造、访谈调研、内容
宣发等工作。

据了解，今年4月，基地将以挖掘三
明本地乡村风土人情为主题，招募48位
来自上海、台湾、三明的青年，参与社会
创新赋能训练营。

自 2022 年 12 月海峡两岸乡村融合
发展试验区在三明市设立以来，（三）明
台（湾）乡村融合发展不断升温。去年6
月，三元区设立闽台乡建乡创合作交流
中心，吸引41名台湾大学生前来开展乡
村规划设计实习活动。该区9个村先后
同台湾团队签订“陪护式”服务协议，针
对海峡两岸陶文化交流基地、万寿岩文
旅小镇景区、忠山历史文化名村活化利
用等重点项目开展规划设计，实施乡建
乡创项目27个。 （通讯员 张琴）

鼓励台湾青年担任“乡村职业经理人”
沪明台青年乡创实践基地揭牌

两岸两岸融合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