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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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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10月 26日至 27日，三明市民营企业开放日

暨“千名高校毕业生三明行”活动举行，来自厦门
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三明学院等 10
所高校的师生代表，深入11个县（市、区）37家重
点民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三明经济社
会发展活力和成效。聚焦海斯福化工、中欣氟材
高宝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厦门大学、三明学院
等高校学子走进明溪县、清流县，与企业面对面
进行沟通交流，不少学子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书。

□□ 自主培养 □□

夯实氟新产业人才基础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
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推动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意见》提出，提
高产业工人经济收入，探索对大国工匠、高技能
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和股权激励等。

福建省展化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龙强是
三明市企业自主认定的市级高层次 D 类人才。
在他的带领下，展化化工从初创期5人不到的队
伍到约200人的团队，近20年来深耕过硫酸盐行
业，其产品过硫酸钠 2022 年通过工信部第七批
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认定，成为三明首家且第一
家通过认定的工业企业。同时，该公司还是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级“绿色工厂”及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福建省清流县东莹化工有限公司R125车间

工人黎光万，是清流县首届“二元制”大专班的毕
业学生。“我在‘二元制’大专班，不仅提升了专业知
识，还提高了技能水平，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岗位
中，工作能力得到了提升。”黎光万说道。

“二元制”教学是清流县高级职业中学（清流
职中）与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黎明职业大学合
作进行的人才培养办学模式，通过开设应用化工
技术专业班，由2所高校教师在线上进行理论授
课，建设“厂中校”，为企业员工自我提升打造了
良好的平台。

三明市一方面着重为企业培养初中级人才；
另一方面，面对氟新产业工人较为缺乏的现状，
探索“3+2”五年专人才培养模式，为县域企业定
向培养化工新材料人才，打造化工合作品牌。

为加快氟新材料产业人才集聚，2021年，清
流县出台《清流县关于加强化工新材料人才队伍
建设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强化“产学研”融合。目
前，清流职业学校与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五年专合作名额由50人，增加
到今年100人次名额，化工班学生规模从2021年
1个班级48人增加至2024年14个班级524人。

□□ 分类施策 □□

优化环境助力产业升级

三明市组建由市领导担任总链长的氟新材
料产业链工作专班，常态化协调产业链发展存在
的痛点难点，形成问题解决闭环管理。同时，编
制《三明市氟新材料产业链发展规划（2023—
2035年）》，配套出台《三明市氟新材料产业链“延
链补链强链”工作实施方案（2024—2025年）》《三
明市支持氟新材料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走进三明市工信局化工科，多位化工类、生
物医药类博士人才在这里为全市氟新材料产业
企业服务。该局化工科负责人介绍，三明市目前
有三农新材料、金氟化工、福建元福、三立福、润
祥、海斯福、海西联合药业等氟新材料企业，引进
了多所省内外高校、院所，依托三明学院，成立了
福建省首家由政府主导的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三明市氟化工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三明市
氟新材料产业发展“推波助澜”。

清流县是全省萤石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坐
拥超1200万吨的萤石矿储量。清流县已编写氟新
材料产业知识简明读本，纳入县委和各级各部门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并作为县委党
校主体班次学习的重要课程，组织“六新”宣讲队成
员赴各乡（镇）开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主题宣讲暨氟新材料产业专题宣讲会。

下一步，三明市委人才办将与特色产业链
“链长”单位协同配合，以活动为“媒”、以产业为
“介”，产业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建好特色
产业链专家智库，加快引进更多人才、技术、项
目、资金，持续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在三明市
落地转化，助力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练为泉 邹志明）

本报讯 冬意渐浓，走进武夷山一中校园，潘志强
洪亮的讲课声从教室传出，学生流利的英语朗读声阵
阵入耳。

潘志强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外语教
师，衢州二中原党委书记、校长。2023年9月，他响应
武夷山银龄教育人才引进政策号召，来到武夷山一中
任第一校长。

“我来这里不仅要给学校‘输血’，更要‘造血’，不
单培养学生，还要培养老师。”潘志强以其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专业引领作用，快
速助推学校形成高质量教育体系。

要想开出良方，就得找准症结。经多次调查研究，
针对学校特点，武夷山一中相继出台了《武夷山一中柔
性引进竞赛金牌教练（名师）实施办法》等创新人才培
养相关的制度方案。通过走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到国内名校研学交流、开展专题竞赛集训等多种途径，

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科技前沿，培养更多有志于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且基础学科拔尖的创新型人才。

此外，学校还成立“潘志强英语特级教师工作
室”，潘志强与教师们共同讨论、研究课题，毫不吝啬
地把自己从业40余年的教学经验分享给年轻教师，以
传、帮、带等形式开展“造血式”帮扶。这样的帮扶措
施，不仅提升了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也增强了学校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2023年 11月，“武夷山市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在武夷山一中正式设立；2024年，武夷山
一中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引进银发力量，助力武夷
山一中高质量发展，是武夷山聚智引才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武夷山市不断创新方式聚能，大力引进用好
各方面优秀人才。

聚焦人才培养。武夷山出台了《武夷山市“智在
武夷”行动计划》《武夷山市高层次人才（F类）评价认

定和支持办法（试行）》《关于支持高校毕业生来武留
武创业就业若干措施》等文件，认定全市高层次人才
149名，其中省级高层次人才51名。

汇聚银龄人才。武夷山通过实施“银龄计划”，招
聘选拔了一批退休的省级及以上名师、名校长、中高
考学科带头人等作为高层次“银龄”教育人才，利用其
厚实知识储备、丰富经验阅历等，提高学校人才培养
质量，实现了“引进一个人才，培养一个团队，做强一
所学校”的良好效应。

引进紧缺人才。紧扣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人才
智力需求，鼓励和支持人才通过领衔人才团队建设、

“师带徒”、开设工作室等多种形式，提高造血、输血功
能，壮大基层人才队伍。通过开展“人才行”活动，共
招聘教育、医疗类专业人才 348名。成立名医工作室
8家，名师名校长工作室25家，定向委培教育、医疗类
人才155名。 （通讯员卓阳琳）

聚智引才 做好“人才+”文章
武夷山市创新方式引进用好各方优秀人才

本报讯 动感的音乐、活力满满的舞者、持续不断
的掌声和欢呼声……日前，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桂溪
社区的台青市集举行“随机舞蹈”活动，吸引众多市民
游客参与。

活动现场随机播放歌曲的高潮部分，观众们随着
音乐上台跳舞。随着气氛推向高潮，台胞王淑娟渐渐
放下拘束，跟着节奏舞动起来。“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
思，但舞蹈真的让人放松，我觉得像回到了小时候参加
村里联欢活动一样。”王淑娟说，两岸同胞一起跳舞，感
觉特别亲切，舞蹈不用太多语言，便让彼此靠得更近。

台青市集也因这场舞蹈活动热闹起来。自今年9
月14日台青市集启动以来，每周末都有许多台胞在此
摆摊，各式美食和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沿着摊位走，一股熟悉的台湾小吃香气扑鼻而来。
摊位后，台胞詹莫里正忙着制作各类台湾特色小吃。

来大陆已有20余年的詹莫里，是台胞公寓的一名
住户，有多年的餐饮从业经验。台青市集启动后，他
便兴致勃勃地将台湾特色小吃带到市集，其中包含台
湾一口肠、大肠蚵仔面线等。“希望能将台湾地道美食
带给更多的大陆朋友。”

詹莫里分享道，在台湾，夜市非常热闹，不仅有各
色小吃，还有捞鱼、打弹珠之类的小游戏。在他看来，
可以借鉴台湾夜市经验，让市集好吃又好玩。

“在‘家门口’摆摊，希望能将我参与设计的闽台
乡村好物推广给更多人。”每逢周末或空闲时，台青邱
彬平便会和女友陈思圻现身台青市集。

邱彬平来自台湾桃园，与女友在福建师范大学相
知、相爱。毕业后，邱彬平在大陆从事乡建乡创工作，
陈思圻则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邱彬平表示，福建乡村大有可为，他打算在大陆
乡村振兴领域继续发展下去。“家门口”的台青市集，
向台胞减免租金，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分享闽
台好物的平台和机会。

“楼上安居，楼下乐业，这个市集不仅是休闲购物
的场所，更是两岸文化交流互通的平台，让两岸居民
在这里感受不同的文化魅力。”桂溪社区党委书记陈
雯靖表示，台青市集正在进行新一轮招商，对台青市
集进行提升，为台胞创业搭建平台，增强市民游客体
验感。 （通讯员 唐蔚嫱 黄妍冰）

两岸两岸融合融合 台青市集成榕台文化交流新平台

本报讯 最近，泉州市多地组织开展各类特色人
才活动，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关心关爱，合力做
优“海丝泉州·人才港湾”品牌。

鲤城区

技术转移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鲤城区召开2024年创新大会暨技术转移赋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吸引 150余名来自高校
院所、投融资机构，技术转移、工业设计服务机构、重
点企业的人才代表参加。

活动现场，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泉州分中心正
式启动，集中签约联兴发5G智慧工厂、AI智能纺织质
检设备等产学研合作项目 10项，涉及智慧工厂、智能
装备、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领域，并发布鲤城科技创
新平台和科技创新光荣榜。

此次大会还邀请4名专家学者介绍未来产业发展
趋势，并发布成果，数位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围绕跨区
域协同创新、校地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进行
主旨演讲。

下一步，鲤城区将持续深耕人才“港湾计划”，大
力增强人才自主培养，加速人才创新成果转化，打造
优质人才生态，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
推动鲤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通讯员 许璇璇）

丰泽区

高层次人才研修班碰撞思想火花

连日来，丰泽区以第二届“泉州企业家日”为契
机，赴陕西延安举办“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年轻
一代企业家暨高层次人才国情省情市情研修班，通过
专题授课、现场讲解、情景教学等形式，吸引33名来自
各行业领域的年轻一代企业家、高层次人才参加，开
拓视野、思想碰撞。

此次研修班以专题培训为引领，以现场教学为主
阵地，旨在让人才于行走中感悟历史，在思考中传承
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区委的要求上来，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
点，充分发挥人才专业优势，更好地服务全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活动邀请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党委书记、馆长张建
儒，围绕《延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进行专
题授课。活动期间，组织学员前往延安革命纪念馆、
枣园革命旧址、梁家河村（知青旧居）、杨家岭革命旧
址等地参观学习，赴秦创原轩辕科技创新中心、延安
新材料产业园等地实地考察，现场聆听《习近平插队
经历对干部的成长启示》《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窑洞对”及其现实启示》等课程，深入感悟延安精
神、追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学员们纷纷表示，5 天培训生动重温了十三载峥

嵘岁月，深刻体会到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也被习近
平总书记知青时代真挚朴素的人民情怀所感动，进一
步增强了“建功立业新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未来
将把延安精神传承弘扬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履职
尽责、发光发热，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人才的

“硬核”担当。
下一步，丰泽区将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体系，搭建

人才学习、交流、互动平台，提升人才学思想、明方向、
强信心、建新功的能力，推动丰泽“产业+人才”互融互
通，为中国式现代化丰泽实践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通讯员 林达里）

洛江区

主题沙龙激发引才聚才活力

近日，“海丝泉州·人才港湾”人力资源主题沙龙
在雕刻空间人才之家举行，洛江区重点企业、高校、医
院等用人单位人力资源负责人近40人参加。

活动中，泉州市机械职业教育集团常务理事郭谋
贤作“人才培育与引进”主题分享，从人才供应链、人
才战略中的风险、人才复制与人才发展、替身培养工
作坊等方面阐述见解、分享经验，为与会者提供专业
参考。

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推介省、市、区人才政策，
并对参会单位在申报高层次人才项目中面临的问题
进行解答、记录汇总。与会人员结合如何激发用人主
体作用，主动优化人才引育留用环境各抒己见，为洛
江区人才工作建言献策。

洛江区将以此次人才主题沙龙为契机，聚焦产
业、用人单位及人才发展需求，积极搭建更多人才合
作交流平台，优化提升人才服务水平，持续做强做优

“海丝泉州·人才港湾”品牌。 （通讯员 李丽芬）

泉港区

人才创新技术成果对接企业

日前，泉港区“智造新材 研领未来”创新大会——
电子化学新材料技术对接活动在清源创新实验室举
办。大会聚焦化学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全面展示泉
港化学新材料产业的创新成效，为促进新材料企业与
科研院所合作交流、推动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
落地转化、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
对接平台。

活动现场推介了电子设备热界面及电磁波吸收新
型材料研发及应用技术和精细化学品先进制造团队，
表彰了一批获得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科技特派员团队
等创新企业和科技成果，集中签约了6个政产学研合作
项目，涉及人才平台、技术开发、科研攻关等领域。

活动还邀请省级高层次人才、泉州市第二层次人
才、清源创新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张福蓊作“先进原子
级薄膜沉积装备的国产化与应用”主题演讲，组织区

内科研专家、企业参观清源创新实验室。
今年以来，泉港区坚持以人才引领创新驱动，出

台《泉港区企业“科技副总”选聘工作实施细则》《泉港
区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
实施意见》等一揽子支持人才和企业科技创新政策，
选聘10名高层次人才担任企业“科技副总”，组织申报
21 家高新技术企业，获批 10 余项科技计划项目。接
下来，该区将进一步发挥创新载体在产业培育、人才
集聚、项目孵化、服务集成等方面的叠加聚变效应，因
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区域创新高地和人才中心
建设汇聚发展动能。 （通讯员 林智文 刘清鸿）

晋江市

孵化大联盟促科创发展

近日，晋江市孵化大联盟揭牌仪式暨“创客街·创
智汇”首期沙龙在晋江市三创园举办，旨在进一步提
升科创载体建设能力，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
融合，赋能晋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次活动设置揭牌仪式、实地参观、晋江市“孵化
之星”颁奖仪式、典型经验分享和互动交流等环节，20
余家市内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代表参加活动，
为打造科技创新孵化生态、共建创新创业联合体凝心
聚力、建言献策。

下一步，晋江市将充分发挥“孵化大联盟”作用，
整合各科创载体的优势资源，强化创业指导、投融资
对接、政策咨询、科技成果对接等服务，为本地培育更
多优质人才和企业。 （通讯员 苏志英）

泉州台商投资区

雕艺技能竞赛聚两岸匠心

日前，第九届泉台两地雕艺行业职工技能竞赛在
台商区海峡雕艺产业园拉开帷幕，共有 101名雕艺能
手参加，其中22名选手来自台湾。

此次比赛分为木雕工艺类、综合类工艺（漆线雕、
彩绘、陶艺等）两大类别，参赛选手需要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作品，并接受评委评审。评审标准包括作品的构
图、打坯、修饰、整体效果等方面。

据了解，泉台两地雕艺行业职工技能竞赛自2015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多年，并发展成为两地
职工比拼技艺、加深情感的一项特色品牌活动。近年
来，泉州台商投资区注重挖掘雕艺文化产业的内增动
能，专门成立全区雕艺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泉州
台商投资区雕艺协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推进“海峡
雕艺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本次比赛是海峡雕艺文化产业园区建成以来的
一次重要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比赛为两地
职工提供了展示技艺、交流学习的平台，为两地雕艺
行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泉台雕艺
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通讯员 黄梦露）

关心关爱人才 凝聚发展力量

泉州多地特色活动擦亮人才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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