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人才
20242024年年99月月1111日日

责编责编：：张寅张寅 邮箱邮箱：：hxrcbzy@hxrcbzy@126126.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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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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去年，屏南县四坪村的柿子树带着老

村“火”了一把。土墙黛瓦，老树古村，暮霭
沉沉，炊烟袅袅，成片柿子树上挂满红果，
如诗如画。“四坪喜柿”让许多游客慕名而
来，最高峰时古村单日车次 8000 辆左右，
人数3万人以上。

这一次“出圈”的成本竟不过三万元。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
授潘家恩是这次“爆款”的主策划之一。“以
前村里的柿子到季就摘，这次我们提议乡
属国企和村集体花三万包下柿子，留在枝
头，结果把旅游旺季延长了三个月。”潘家
恩介绍。

2017 年，户籍人口 400 多人的屏南县
四坪村常住人口已不足20人。潘家恩说，

“我们眼里的田园‘是净土’，但在村民眼中
‘净是土’。”

在屏南，有不少昔日的“空心村”，如

今已成了不少理想主义者建筑梦想的
“天堂”。一定程度上说，屏南一次次将
舞台“让出”的信任，将人才与土地紧紧
相连。

2015年，艺术家林正碌带着艺术理念
敲开屏南县政府的大门，提出免费教农民
画画。这个多次碰壁的“梦想家”得到了
屏南县的支持，公益艺术教学在龙潭村
起步。

在林正碌的带动下，扛了一辈子锄头
的村民拿起画笔，开始了对美的描摹，从而
变得自信、开放。

2017年，屏南县成立了传统村落文创
产业项目指挥部，林正碌担任村落文创产
业总策划。敞开胸怀“听劝能改”的老村，
成了实干家们的“试验田”。

“三农”专家温铁军、复旦大学教授副
教授张勇、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陈子劲、艺
术家程美信等团队陆续引进，对多个“空心

村”进行了整村改造。
业内“大咖”出手，使古村活化，人才纷

至沓来。怀着田园梦的实干家在这片“试
验田”中大展拳脚，改造古厝，引进业态，村
子“活”了，百业更新。

不拘一格脚踏实地不拘一格脚踏实地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宁德，‘人才’的
范围没有身份的局限。”清华大学人文讲席
教授赵月枝在“宁聚英才·智汇闽东”人才
活动周上提到自己的观察。

“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的人才观下，
宁德推行了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机制，
有乡土情怀、志愿服务乡村的社会各类
人才能以“特聘指导员”的身份参与乡村
建设。

在“特聘指导员”这个人才济济的队伍
中，不但有林正碌、潘家恩这样的艺术家、

学者，也有率先在电商、乡创领域摸出门道
的乡村主播、返乡能人、团队带头人。

据统计，目前宁德共选聘特聘指导员
559 人（团队），服务范围覆盖 120 个乡镇
784个行政村。他们中近七成为体制外人
士，约一半非本地户籍，大学本科以下学历
也有近三成。

特聘指导员们往往通过项目领办、组
团帮扶、订单服务、校地合作、定期研讨等
形式，为驻点村庄提供民生保障、技术指
导、策划运营、品牌打造等方面专项指导，
扎扎实实用项目说话。

屏南“乡村+文创”、霞浦“摄影+民
宿”、福鼎“白茶+旅游”等一批乡村新业态
如雨后春笋冒出，成为当地产业振兴的重
要力量。

为鼓励特聘指导员们多干实事，宁德
推出“揭榜挂帅”项目支持，量身定制专属
金融服务，为指导员们提供授信贷款，以解

决创业创新中的投融资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在火热的

干事氛围中受到熏陶，成为善思考、能成事
的“草根”人才。他们重新审视脚下的土
地，与“新村民”们一起把田园“琢磨”出味
来，创造乡村的多元价值。

龙潭村的老木匠们集体“出山”，参与
“古村落保护计划”，以传统技法重修记忆
中的榫卯古厝；身有残疾的村民沈明辉成
了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卖画、参赛、教画，
生活有滋有味；福建农林大学毕业的江思
林成了“新村民”，把生态农业的试验室落
在田野，领着村民开荒复垦，试水农文旅融
合项目，创收数十万……

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探索下，普通人成
为乡野主人公，曾经寂寥落寞的“空心村”
成了热气腾腾的奋斗舞台。

“弱鸟”涅槃，人才，让宁德蝶变腾飞。
（通讯员 林盈）

本报讯 近年来，龙岩市探索建立具有地方特色
的乡村人才发展体系，引导和激励各类人才投身乡
村振兴，助力乡村发展。

政策保障

健全乡村人才振兴机制

“我是2023年获得中级制茶工程师职称，这已经
是第五批了。我觉得政府这项工作做得很好，是对
我们技能和能力的认可，为我们的职业发展畅通了
通道。”漳州市四方君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漳州市
南洋镇南洋村书记沈达铭说。

2018 年 11 月，龙岩市首届农村实用人才中级专
业技术职称认定名单出炉，22位专业技术带头人、致
富带头人及文化能人成功通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考
核认定。这标志着龙岩的农民也可以评职称了。

“农村实用人才职称评价体系的制定和完善，填
补了龙岩职业农民专业技术能力评价的制度空白，
使得农民也能够参与到职称评定中来。我们希望这
项活动的开展，能起到正向激励作用，充分发挥新
型职业农民的积极性。”龙岩市人社局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科有关负责人介绍。职称评审机制的创新，
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突破了学历、资历、论文、
身份、年龄等要求，以业绩、贡献以及社会影响力为
依据。

龙岩市牢固树立“人才引领乡村发展”理念，围
绕优化乡村人才振兴培育引进、评价激励、保障服务
机制，先后出台《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龙岩
市“师带徒”人才培养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措施，
支持各类人才在乡村建功立业。

龙岩市建立农村实用人才的选拔、评价机制，打
破学历、资历、身份、年龄、论文等评审约束。截至目
前，当地累计有 5批 204名“土专家”“田秀才”获评中
级职称，其中，7名台籍茶农和5名直播电商被破格晋
升职称。同时，对长期在基层的专业技术人才在职

称评聘时给予政策倾斜，2023年为540名基层专业技
术人才评定中高级职称。设立优秀人才专项职数指
标，累计破格晋升44名业绩突出的专技人才。

壮大队伍

促进各类人才扎根基层

“‘龙岩工匠’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龙岩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汽车专业教研组长黄浩秋
说，他将以“为闽西发展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己任，在
教学中做到精益求精，毫无保留把所学所思所悟传
授给学生。

“评选‘龙岩工匠’，是龙岩挖掘培养高技能人才
的一项有力举措，随着‘发现一批、传帮带一批、培养
一批’的三个一批方式的推进，更多‘龙岩工匠’将脱
颖而出，为发展新龙岩注入坚实的人才底气。”龙岩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为推动技艺传承，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龙岩
市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累计培训高素质农民
5.7万人次。开展龙岩工匠评选，累计评选 5届 48名
龙岩工匠。加大涉农领域高层次人才引进认定倾斜
力度，放宽乡镇事业单位专技人员招聘条件。2021
年以来，当地共招聘2990余名乡镇基层急需人才（含
农村教师、卫技人员等）。成立13个省级、342个市级
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开展名优教师结对帮扶乡村教
师2.2万人次，有效促进乡村教师能力素质提升。

同时，建立“支企服务专员”制度，累计招募 3 批
36 名高校毕业生专职从事服务企业工作，助力民营
经济发展。当地累计招募3362名“三支一扶”高校毕
业生，有效缓解乡镇基层单位人员紧缺问题。

搭建平台

激发人才干事创业活力

“‘龙岩乡村振兴网上人才超市’旨在建立健全

全市乡村人才信息库，提供乡村振兴人才服务供求
双方在线对接平台。”龙岩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为实现乡村振兴人才供求双方的快速、高效、精
准匹配，当地开发了“龙岩乡村振兴网上人才超市”，
梳理全市各类人才服务专长和项目信息，分类建档、
登记入库、信息比对，帮助乡村产业与人才实现“在
线下单”、精准对接。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发布人才
信息 200 多条、收集需求 100 多条、达成服务 100
余次。

龙岩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龙岩市各乡村
振兴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组织、个人可通过登录平台
注册账户，登记并上传人才需求情况表，查阅平台的
所有人才信息，并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人才进行对
接。人才需求方可登录平台查看、新增、修改、删除
所提交的人才需求信息登记表。有人才需求的企事
业单位、组织和个人可登录平台查询服务联系方式，
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对接交流人才
供求工作。

龙岩市在乡镇设立 14 个乡村振兴人才驿站、12
家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10 家乡村振兴技能大师
工作室和 3 个乡村创业就业服务站点，举办首届乡
村振兴暨服务业技能大赛，促进人才、技术与用人
单位的交流对接。设立“抖音数字技能学习中心”，
大力培养抖音数字新农人，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累
计培训超万人次，孵化支持 120 多名优质创作者，通
过项目带动农户增收 1.5 亿元，创造就业机会超 10
万个次。

龙岩市引导专家人才下乡服务，开展“百名专家
下乡入企”“一村一品一专家”“师带徒”等帮扶活动，
累计组织30多批700多人次专家开展服务，584名专
家与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结对帮扶，帮助基层单位
破解关键技术难题，转化前景良好的科技成果；组织
科技特派员累计开展培训610场、服务农户6.23万户
次，精准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通讯员 余列江 郭书贤 王雁平）

本报讯 近年来，厦门市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优化“海外人才之家”等平台，创新服务外籍人才
来厦、留厦，在全国、全省首创五大举措。

2019年，全国首创外国人才服务站、移民事务服
务站联动服务平台。

2020 年 8 月，在全省首设外籍人才工作许可、居
留许可一件事联办窗口，实现外籍人才两类证件一
窗受理、一站办结。

2021 年 6 月，全国首创外籍人才专业技术、技能
水平评价机制开启试点，帮助企业引进重点产业急
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青年人才，目前已有39位金砖
等国家的外籍人才通过认定，顺利入职电气硝子、倍

视等知名企业。
2021年8月，推动成立全国首支外籍科技特派员

服务队，至今吸纳 20 名外籍人才注册成为科技特派
员，并与在厦企业开展产业交流，探讨国际化发展
思路。

2022年6月，全省首个国际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基
地、留学生创新创业实习基地在软件园一期揭牌，累
计组织600余名留学人员走访基地及与相关企业交流
对接，持续对接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华侨大学华
文学院等，积极开展外国留学生创业就业辅导工作。

据了解，厦门“海外人才之家”自成立以来，举办
政策宣讲、主题沙龙等主题活动，为在厦外籍人才提

供互动交流的平台，至今举办相关活动70余场，累计
参与近 5000 人次；充分利用微信、钉钉等平台，搭建
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服务机制，实现线上实时解答、
政策推送等服务功能，覆盖全市近800家外籍人才聘
用企业，为外籍人才及涉外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工作
许可办理等服务，累计服务近15000人次。

下一步，“海外人才之家”将继续秉承创新精神，
整合科技、人才与产业资源和要素，努力打造厦门服
务国际科技人才主窗口、引进国际科技人才主通道、
对外宣传主平台和机制创新主阵地，不断优化服务
机制和水平，为外籍人才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
务。 （通讯员 庄鹏）

厦门“海外人才之家”首创五大举措

服务外籍人才安心来厦留厦

本报讯 当前，人工智能（AI）正以磅礴之势席卷
全球，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
近日，“人工智能创新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
业”主题沙龙活动在晋江市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
举行，旨在紧跟时代浪潮，充分发挥晋江民营经济优
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晋江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福建省晋江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晋江市
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和欧洲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
办，来自广东天使投、欧洲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深圳
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院、人工智能行业优秀
企业代表，以及商协会、孵化器、投资机构等代表，晋

江、深圳企业、高校和高层次人才等代表共同参加。
活动现场，深圳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院

院长魏兀核带来《共建共享构建中国数字经济高速
公路》主题分享；深圳优艾智合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张明迪等多位嘉宾进行精彩的项目路演分享。
嘉宾及参会代表围绕沙龙主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
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应用与未来发展。

近年来，晋江市在“人才强市战略”指引下，培育
和支持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构建起现代
化产业体系。晋江市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作为两
地政府合作的重要平台，连接晋江本土产业与深圳
尖端科技创新资源，通过“飞地经济”模式，为两地实
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提供契机，以深圳龙华区为窗

口，为晋江产业发展引入新的理念、项目、技术和人
才，打造引才拓业的阵地。一方面，积极引进科技
类、人才类项目，加速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圈，推动晋
江从产业制造中心向产业科创中心转变；另一方面，
满足本地企业向南开拓市场的需求，提升品牌影
响力。

“本次主题沙龙活动不仅是一场知识与思想的
碰撞，更是晋江积极融入科技创新大潮，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科技共享合作的重要举措。”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表示，基于深圳飞地搭建的桥梁作用，晋江将进
一步加强与深圳的产业联动，吸引更多优质科技项
目和人才团队，为晋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
力。 （通讯员 晋仁轩）

两地行业人才晋江热议人工智能

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今年以来，莆田市通过选优“领头雁”、壮
大“主力军”、强化“科特派”等举措，以人才“引擎”赋
能乡村振兴。

选优“领头雁”，对种养大户进行系统摸排，宣传
动员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乡村文旅带头人、在闽台农等，精心遴选上报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35 人，计划培育创新创业
带头人120人。

壮大“主力军”，深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
工程，围绕当地主导特色产业开展分类培训，不断壮
大高素质农民队伍。今年完成高素质农民培7502人
次，占全年计划的88.3%。

强化“科特派”，坚持按需选任、精准对接的原则，
今年共选派省级科技特派员 32 名、市级科技特派员
46名，下沉到基层一线，推动实用新技术和农业新品
种引进推广，帮助企业农户解决农业生产、技术问题
300多个。 （通讯员 陈雄）

莆 田 市

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动能”

本报讯 最近，霞浦县人社局组织农业专家团队
前往盐田、水门两地，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专家服务
活动。

专家团队实地为作物“把脉问诊”，现场开出“药
方”，为当地群众在花生、草珊瑚、百香果等作物的种
植上排忧解难，助力农业生产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
合。同时通过座谈会形式，向当地群众宣传相关农业
政策，详细传授种植相关作物的技术和要点。

“这不仅提高了种植户的技能，也为他们未来的
农业生产提供有力的支持。”霞浦县人社局副局长林
峰表示，当地群众可以通过乡村振兴平台“点单”，提
出自己的需求，人社部门负责“接单”，对接相应的专
家，并安排专家下基层服务群众。接下来将继续发挥
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库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乡村人才振
兴，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据了解，“聚才引智·助力发展”高层次人才专家
服务乡村振兴活动是霞浦县人社系统推进“乡村人才
振兴”服务的重要一环。截至目前，该县已建立拥有
2446 位专家的专家库，累计开展 40 多场专家服务行
动，涉及教育、养殖、食用菌、茶叶、民宿等多个领域，
成功解决50多个问题，惠及2595名群众。

（通讯员 郑琳璇）

霞 浦 县

专家“点单式”服务助农解忧

本报讯 日前，三明市沙县区举办海峡两岸美食
文化交流暨新闽菜·沙县五福宴竞赛活动，来自台湾
和沙县区 12 个乡（镇、街道）的 13 支代表队 116 名小
吃技能人才参赛。

竞赛设团体赛和个人赛，各参赛队伍立足当地人
文、自然优势，选用当地特色食材，打造独具地方特色
的新闽菜·沙县“五福宴”。竞赛共决出团体一等奖1
名，二等奖 5 名和三等奖 7 名，个人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2名和三等奖3名，并将在今年12月举办的小吃和
旅游文化节活动期间对获奖人员进行颁奖，分别授予
团体“五福宴奖”及个人“五一劳动标兵”、“沙县小吃
技艺名师”荣誉称号。

“这是我区加快沙县小吃行业技能人才培养，进
一步弘扬中华美食文化和传承沙县小吃制作技艺，同
时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沙县区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以小吃为媒，为
两岸小吃技能人才搭建交流竞技、合作发展的平台，
着力打造“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助力三明市海峡两岸
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通讯员 杨喆婷）

沙 县 区

海峡两岸小吃技能人才交流竞技

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龙岩市乡村人才振兴体系建设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